
博士“月入七千”有啥可抱怨的

近日，一则“科学家吐槽收入
低”的新闻引发很多人关注。文中
提到，一名博士两年前毕业，现在
北京从事生物学方面的基础研究，
每月收入7000元左右，生活得很紧
巴。似乎为了证明科研工作者低收
入非个案和孤例，文中还以西部地
区一名副研究员为例，说他没课题
时每月只能拿一两千元。

博士毕业，收入竟然赶不上“当
年连大学都没考上的同学”，这样的
吐槽乍一听确实让人感到震撼，其实
这则新闻更应该让人思考的是，这个
社会需要保障“学而优则富”吗？当
前，一些科研院所的选人和薪酬分配
固然存在问题，但是市场化的大方向

是没有问题的，正是得益于市场化的
人才选拔机制，绝大多数科研人员的
价值才得到了体现。

博士月入七千之所以让很多
人感到震惊，因为大多数高学历人
员很轻松就能拿到远高于这个数
字的收入。即便是一些技术工人，
收入也比这个丰厚，这是很多人凭
经验也知道的。当然，不能就此推
断这则新闻不真实，因为学历和收
入没有必然联系，现在确有一些人
高学历低收入，但也不能以此证明
收入分配需要向高学历人员倾斜。

通常来说，在人力资源市场
上，学历越高的人可选择的就业空间
越广，反之，学历不高的人会处处受
限，薪酬议价能力也极为有限。一个
博士准备就业了，可选择的单位很
多，当然要对用人单位进行综合考
量，自己进去之后能做什么，又会得
到什么，应该是心中有数的。如果双

方都没有欺诈失信行为，博士就业两
年之后吐槽收入低，只能证明当初就
没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在现在的就业市场上，一个人只
要有足够的能力，想拿到高薪并不
难，难的是好处“通吃”。一些高学历
的科研人员既艳羡企业里同等学历
人员的高收入，却又舍不得自己在科
研院所的课题经费和稳定工作，这个
问题确实很难解决。因为职称高、学
历高就要拿高薪酬的现象，原本就是
需要在深化改革中逐步解决的，现在
再想着靠博士身份混个“衣食无忧”
就是“开倒车”。有些单位收入高，未
必有利于学术科研，有些单位收入不
高，却能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就业
人员怎么取舍，关键看自己。

当然，就像新闻中所举例，不是
所有的科研人员都能拿到自己中意
的课题，从而影响到收入，这也要具
体分析拿不到课题的原因所在。如果

是课题的申报和管理在体制上有问
题，致使科研人员被“穿小鞋”，那就
从体制上解决问题，而不能指望让拿
不到课题的人和拿到课题的人利益
均沾。如果是自己业务能力不足，拿
不到课题也没啥可抱怨的，没有课题
可做，起码还有基本工资兜底，在农
民工看来已经是不出工也挣钱的好
事。真被养得衣食无忧，优哉游哉，就
一定能全身心搞科研了？

曾经，很多人被”学而优则仕“的
观念误导，觉得自己学历高就应该去
做高官，这样才能出人头地，不负“十
年寒窗”。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之后，一
些高学历的人开始认识到，官也不是
那么容易做的，辞职下海的大有人
在。现在，又有一些高学历的人想“学
而优则富”，试图靠文凭解决收入问
题，那又如何体现能力的价值，又怎
么能理解“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
当前的迫切需要。

一些科研院所的选人和薪酬分配固然存在问题，但是市场化的大方向是没有问题的，正是

得益于市场化的人才选拔机制，绝大多数科研人员的价值才得到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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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童

12月14日，就亲人遭遇车祸一
事，演员王宝强在微博发表声明。
他证实，自己的弟妹在车祸中被
撞身亡，肇事者共有三人，其中一
人已经投案，另外两人举家逃逸。
同时，王宝强也对13日自己在微
博上情绪失控“爆粗口”表示抱
歉，希望自己的悲伤无助获得理
解。（12月15日中新网）

“草根”演员王宝强的成名经
历，至今仍是公众眼里的一个传
奇。然而命运无常，面对自己的弟
妹于12月1日晚遭遇车祸抢救无效
后死亡，其间还有肇事者称“这是
小事，找关系就能解决”，王宝强
极度愤懑之下，在个人微博“爆
粗”斥责而引起外界关注。有媒体
称，目前该案已被河北邢台警方
转为刑事案件侦查，但笔者却想
说：“找关系”和“拼名气”，其实都

让人悲哀。
的确，“明星也是人”，纵然不

是王宝强，谁的亲人不幸被车祸
夺去生命将近半个月后，肇事者
仍未全部归案，且还听闻其满不
在乎地扬言“找关系解决”，恐怕
都难心平气和。故而，尽管看到王
宝强在网络平台上“爆粗”，网络
舆论主要还是同情而非斥责。

从媒体披露的情况看，尽管
交通肇事者是否有过“找关系”之
言还有待进一步证实，但已经确
定的事实本身，已经足够引发公
众的质疑了：为什么一起12月1日
晚发生的车祸，车主却始终没有
露面，也未就善后等问题予以沟
通，直至12月4日才投案自首？还
有，在知道了被车祸夺去生命者
与王宝强的亲属关系后，该案很
快也被转为了刑事案件进行侦
查，这是不是又与王宝强的“明星
身份”有着某种特殊关联呢？

并非笔者的恶意揣测，但相
信很多人可以想到，越是在熟人
社会特征明显的基层，关系越能

体现出重要性。无论是肇事者“找
关系”的言论，还是事后将肇事车
辆修复，都隐含着肇事者已然为
法外摆平此事做起了准备。只是
让肇事者和当地警方没有想到的
是，骑着电动车的事故遇难者，竟
然有这么深的“背景”。

显然，针对这起交通事故的
此前处理情况，王宝强是十分不
满意的。所以，在一段来到老家亲
人那儿的视频中，他就说出了让
扬言“找关系”者“给全国观众一
个交代”的话。从中不难看出，王
宝强就是想用他的“知名度”和

“影响力”，来为此事讨个说法。
如今，“说法”有了，“公道”似

也在望，但人们品尝到的却是苦
涩：若无“明星讨公道”，结果又会
怎样？如果这是一起寻常的交通
事故，最好能少一些让亡故者家
属孤立无援的痛苦等待，即便没
有“草根明星”的亲属背景，也要
将违法行为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但愿这样的期许，能让关注此事
的公众“找到感觉”。

□周俊生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保
监会日前发出通知，明确实施商
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政策试点
的有关具体措施。决定从明年1月
1日起，在北京等4个直辖市和河
北省石家庄市等27个城市实施这
一试点，试点地区个人购买健康
保险产品的支出，将按照2400元/

年的限额标准在个人所得税前予
以扣除。

按照这一政策，试点地区的
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等于是从目前
的3500元提高到了3700元，但这项
优惠只为购买了商健险产品的个
税缴纳者所享有。可以预期，这项
政策将对提高商健险产品在试点
地区的推广起到一定的积极作
用。这也是国家首次为推动商健
险产品而提高个税免征标准，它
从一个侧面表明国家对提高民众
医疗和养老待遇的高度重视。

我国由政府兜底的医疗保障
尽管已经基本做到了全覆盖，但
它所提供的还是一种比较低水平
的保障，民众一旦患有大病，医保
提供的支持比较有限，一些低收
入者为此甚至会放弃医疗。有了
商业健康保险的参与，这种状况
就能够有所改观。另外，随着我国

老龄化人口的快速增长，国家提供
的养老保障也面临严峻的挑战，特
别是老年人巨大的医疗开支成为
影响养老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商
健险的发展将有效地弥补社会保
障系统在医疗和养老这两方面的
不足，提高民众生活质量。

将个人所得税政策与商健险
产品挂钩在一起，这是公共政策
与市场化产品联通的大胆尝试。
从本质上说。商健险产品是保险
公司设计的产品，它以盈利为目
的，这是它与政府兜底的医疗保
险的一个重要区别。因此，在推行
这项政策时，必须处理好公共政
策的福利性与市场化产品的盈利
性之间的平衡关系。目前，各家保
险公司设计的商健险产品丰富多
彩，竞争激烈，而这项与个税挂钩
政策的出台则使公共政策介入了
市场活动，因此，有关方面必须对
能够进入这一政策系统的商健险
产品设立一定的标准，并且为其
作出必要的限制，要求其承担更
多的社会义务。

在商健险产品的推销中，保
险公司为了减少自己的风险，通
常会对带病投保者作出拒保、限
保等规定，这在市场化状态下是
允许的，但这类产品既然得到了
政策支持，就具备了一定的社会
公益属性。因此，此次三部委制定
的规定中，要求保险公司不得因
被保险人既往病史而拒保，并要

求保证让他们续保。这一规定的
设立，有利于更多真正需要商健
险的民众享受到商业保险的实
惠，自然也有利于民众在医疗、养
老上享受到更好的服务，也让得
到政策支持的商健险产品能够承
担起一定的社会义务，保证了各
种商健险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的大
体平衡。

需要指出的是，将个人购买
商健险产品的支出在个税计税前
扣除，是公共政策对个税缴纳者
提供的一种政策福利，它虽然有
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时产生了一
个问题，更多的低收入者由于其
收入在个税起征点之下，不产生
纳税义务，因此就享受不到这一
政策红利，这是有违公共政策的
公平性的。就这些低收入者来说，
他们在大病、养老等方面的压力
更重，因此对于相关保险产品的
需求更为迫切。鉴于这个情况，在
三部委这一政策试点的同时，还
可以考虑从财政直接支出，帮助
未达到缴纳个税标准的人群购买
商健险。实际上，这样做与提高个
税税前扣除标准，都是财政政策
向民众提供的利益支持，前者以
财政出钱为表现形式，后者以财
政少收钱为表现形式，其政策指
向是一致的，但更有利于商健险
产品的推广，也更好地体现了公
共政策的公平性。（作者为财经专
栏作家）

保障健康，别忘了“交不起”个税的人

大家谈

“找关系”的顽疾激起了“宝强之怒”

本报地址
济南泺源大街2号

邮编
250014

葛一家之言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葛评论员观察

屠呦呦的“致辞”

何以“假胜于真”

登上诺贝尔奖领奖台后，屠呦呦
再次刷屏社交网络，但这次被转发的
是她的“诺奖致辞”。譬如，一篇流传
甚广的“致辞”题为“感谢青蒿，感谢
四个人”，另一段则是讲述“丰富自己
比取悦他人更有力量”的“心灵鸡
汤”。然而，这两个版本的所谓“致
辞”，经媒体考证均为伪造。

事实上，仅仅凭借常识和报道来
判断，就不难发现这两段所谓屠呦呦
的致辞是假的。诺奖周期间，她只在
公开场合有过两次讲话：一次是媒体
见面会，一次是在卡罗林斯卡医学院
的演讲。而在这两次相当正式与严肃
的讲话场合，屠呦呦不会去做“心灵
鸡汤”式的演讲，证伪屠呦呦的“被致
辞”，其实并不困难。

随着屠呦呦诺奖发言落下帷
幕，一些微信营销号开始推出形形
色色的屠呦呦获奖感言，引来众多
网友疯狂转发。细读这些被杜撰出
的“屠呦呦版鸡汤文”，不难发现它
们都有一些共同特征，比如富有煽
动力、读来朗朗上口、辞藻华丽但
思想深度欠缺。相比屠呦呦“被致
辞”内容的真相如何，此种对诺奖
致辞的网络消费现象，与背后的传
播心理，无疑更需探究。

不是说我们的生活不需要励志，
但当种种伪名人格言以“批量生产”
的方式而制造出来，首先映射出的，
是部分微博与微信公众号的无底线
式经营策略。“不要去追一匹马，用追
马的时间种草，待到春暖花开时，就
会有一批骏马任你挑选”；“我喜欢宁
静。蒿叶一样的宁静。我追求淡泊，蒿
花一样的淡泊”，这些虚假的“名人语
录”，最终目的不过是为了圈住粉丝。

传播是双向的，流行也是双向
的，直面屠呦呦伪“获奖致辞”的泛
滥成灾，同样不能不问的，是网络
受众的心理：到底是他们失去了辨
别真相的能力，还是这些伪“致辞”
切中了他们隐秘的心理？后者的可
能性应该更大一些。网络之上，多
数人都在浅阅读，当点赞与转发成
为轻而易举的事情，就很难有人静
下心来。与此同时，有太多的人在
渴望着成功，这种渴望是如此强
烈，以致他们认为名人的任何一句
话都有不容置疑的力量。

因商业的驱动和对成功的崇
拜，于是一些名人语录、心灵鸡汤
得以广为流传，这正是屠呦呦伪

“获奖致辞”蔓延于网络的背景。年
轻人热衷于追问人生，渴望从成功
者那里获得成长的秘密，这固然是
好事。然而，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远
离常识，都需要遵从“消费”的底
线，都需要首先强大自己。（摘自

《中国青年报》，作者王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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