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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热播剧《小欢喜》中一句
台词“高考是你人生中最关键的一
场战役，这场战役打赢了，你一生受
益，打不赢终生遗憾”，戳痛了很多
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父母，都是
拼了命地想让孩子好好读书，考一
个好的大学，获得一个漂亮的学历。
妈妈说得苦口婆心，但儿子却轻描
淡写地回道：“哪有这么邪乎，我的
人生才开始，怎么就成了终生遗憾
了。”并且质疑妈妈的话：“你觉得是
学历重要，还是真本事重要？”
前段时间，另外两则新闻似乎

在网上也引起了人们对学历和能力
哪个更重要的讨论：故宫今年在招
募新员工时，规定报名者需要有名
牌大学硕士以上的学历，最终报名
的4万人只有1 . 7万人参加了考试；
华为招聘的8位2019届博士生年薪
最低89 .6万元，最高201万元。
近些年，“学历更重要，还是能

力更重要”的争论经常出现。自高校
扩招以来，严峻的就业形势逐年加
剧，一些名企偏好名校毕业生、看重
学历，导致名校和非名校之间的话
语冲突彻底撕裂，也进一步促使公
众追问“学历和能力哪一个更重
要”。
有人认为，学历很重要，毕竟学

历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学习能力。
但也有很多人认为，大千世界，读书
并不是唯一的出路，不应该唯学历
论。学历更重要还是能力更重要，你
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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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人而言，能力的重要性，没有谁不
清楚。但学历在各人心目中的分量就不好
说了，应该说，对学历的感觉知觉，与人的
社会经历、生活感受、所处的环境是密切
相关的。所以，学历重要与否，是因人而
异、因境而殊的。
年轻时，谁都拥有上大学的理想，尤

其是上一所心仪的大学。可以说，上一所
理想的大学，是青涩年华的一个梦想，这
个梦想，满溢着人生前景的美妙诱惑，就
像热播剧《小欢喜》诠释的那样，拿到学
历，特别是一个好的学历，不亚于在人生
战场上拿下了最关键的一场战役。然而，
人人企求的东西，往往不是每个人都能如
愿得到的。
学历的功效，犹如门票，犹如入场券，
决定一个人有多少机会进入某个圈子，抵
达某种层次，居于某种状态。当一张漂亮
的学历摆在面前，就意味着一个人步入社
会后，会拥有一个良好的开端。毋庸置疑，
有没有学历，或者说有没有漂亮的学历，
命运的起点是大不一样的。
但事实上，学历是给别人看的，能力

才是跟随自己、支撑自己一生的东西。当
一个人步入社会后，如果一味在已经取得
的学历上沾沾自喜，沉溺在美妙的境界里
拔不出来，忽视了能力的提升，是注定不

能有引以为傲的作为的。
学历不是不重要，但学历只是人生某
个阶段学习能力的证明，而且只是众多可
以证明自己的工具之一。时过境迁后，学
历并不能继续说明什么，它终归只是一张
好看的纸，会渐渐淡出视线，成为发黄的
记忆。唯有能力，才能真正让人成为一个
能担当，有益于社会的人。“学历代表过
去，能力代表现在，学习力代表将来。”这
种说法是缘于生活的真知灼见。
事实上，看重学历，看重的不是学历

本身，而是学历背后一个人的学识和涵
养。不同行业有不同的能力要求，对用人
单位而言，通过学历也许能窥视到这个人
身上已经具有的强项，因而可以纳入挑选
范围，但学历绝非一个人的全部。我们所
处的世界，能力远大于学历的人，大有人
在。在当今社会，空有学历，缺少能力，是
不可能有多少被人青睐的机遇的。
有怎样的能力高度，才有怎样的行为
高度。一个有心的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
都会设定自己的目标，都会去追索、去探
求。这时候，若想有出色的表现，仅有学历
是不管用的，有什么样的能力就有什么样
的舞台，有什么样的人格魅力就有什么样
的担当作为。如此，学历给能力让路也就
势在必行，不仅仅是停留在理论上了。

假如我们愿意读书，家里也都能支
持，所有大学招生不再设门槛与指标限
制，那么我们都有可能从小学一直读到
大学毕业。不过，学校没有那么多学位给
所有人，而且相当一部分人对手不释卷
没有多大兴趣。虽然取得学历有门槛，
但这并不阻碍人们对学历的追求。
学历与能力之于我们，犹如鸟之双

翼、车之双轮，并行不悖，不可偏废。
现实生活中，学历与能力不免要跟

利益挂钩，孰轻孰重变得扑朔迷离起
来。假如着眼任何单一的公民个体，其
学历与能力是确定的，因为没有参照，
无法从其劳动报酬评判学历与能力到
底哪个重要。如果放眼人群乃至社会，
就会发现，在不同范围、不同环境或者
不同岗位，学历与能力哪个重要，会得
出迥然不同的结论。
一般来说，要进入体制内（机关事

业单位、国企）工作，学历似乎比能力更
重要。进入体制内学历是第一道必须跨
越的门槛，假如达不到相应学历，多半
会被拒之门外。体制内工资待遇是按照
学历高低泾渭分明排列：高学历者往往
要优先提拔，工资待遇更好。而在外企、
私企工作以及自由职业者，应该是能力
比学历重要。不管外企还是私企，无一

例外要靠经济效益才能存活，才能拓展
市场，效益无疑是靠公司员工打拼出来
的。员工学历再高，假如资质能力平平，
工作业绩乏善可陈，老板也会看轻；即
使没有学历，只要能力超群，业务可以
攻城略地，老板定然青睐有加。
从理论上说，学历与能力都很重

要，并无高下伯仲之分。学历显示知识
积累、胸襟气度，代表着一个人的精神
文化高度；能力显示天赋悟性、实操水
平，代表一个人的生存技巧智慧。学历
与能力可以相辅相成。一定的文化视
野，可以助人取得更大成功，也使能力
得到提升；较强的工作能力与实践锻
炼，又会促使人的胸怀视野抵达新的高
度。
“学历更重要，还是能力更重要”争
论经常出现，折射社会“唯学历”“名校崇
拜”还很严重，也反映“能力”仍然屡屡会
在学历、名校面前低下高贵的头颅。我们
主张学历与能力一个都不能少，只是现
实复杂，好多人都是“鱼与熊掌二者不可
得兼”。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求职竞争环
境，让“学历”与“能力”各得其所，让绝大
多数劳动者都能获得与能力和贡献相匹
配的收入待遇，这是社会变革义不容辞
的使命，也是社会进步的应有之义。

如果非要在学历和能力之间，做出一
个谁更重要的笼统判断和简单选择，往往
会陷入一个悖论。在理论上，没有谁会否
定能力更重要，因为能力是工作生活的必
要前提。而在现实中，人们往往又会去追
求名校学历，因为它是能力的最显性衡量
标准之一。这里，简要考察人才供需双方
的现实状况、教育分型下的人才能力等因
素，进行具体讨论。
必要的学历限制是正常现象。实际
上，不少用人单位定出学历要求，这种学
历限制正是出于对人才能力的考量。首
先，对于用人单位来说，根据岗位需求，设
置学历限制是其遴选人才的一个相对最
有效率的方式。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到
大众化已经走过多年，且不说浩荡的本科
毕业生大军，硕士越来越普遍，博士也不
鲜见。一定程度上，用人方有着庞大的人
才遴选市场，根据用人需求设定名校学
历、科研成果甚至海外学术背景等必要限
制条件，是用人单位发展的实际利益需
要。客观上，名校学历比非名校学历，其育
人质量，更让用人方放心。要从大量求职
者的信息中，快速有效地选择出优秀者，
用人方会取前者而弃后者，实属正常之
举。
真正需要反对和消弭的是学历歧视。
严峻的就业形势下，不少用人单位不分岗
位适配需要，无限制提高学历门槛，不仅
剥夺和损害了求职者就业权利，也造成了
人才浪费现象。目前在法律上，从学历歧
视的概念界定到立法反制，都还是空白。
学历和能力哪个更重要，一再成为话
题，不仅反映了人们对二者现实匹配的深
度吁求，也折射出人们对于“能力”内容的
认识仍存在一个明显缺陷。学历，更多对
应的是接受知识型教育或曰“书本教育”
的结果，主要用来表现通过受教育过程具
备的专业知识理论能力。而作为我国教育
体系的一个重要类型和重要组成部分，职
业教育及其培养的技能型人才的技术能
力，成了一个被忽略的重要存在。
能力观的背后是人才观。国家经济需
要实体经济作支撑，需要大量实用型技术
人才和大批大国工匠。职业教育培养的技
能型人才，衡量标准就不单是一纸文凭，
过硬的技能水平比学历证书更重要。在此
视角上，如果有一天，关于能力的讨论，不
再只是单一地与学历、与知识能力联系起
来，那才更全面、更有价值。

讨论能力别总与学历挂钩
□茅亩

学历与能力本应并驾齐驱 □涂启智

学学历历终终会会给给能能力力让让路路 □程应峰

■话题

本期周刊文章将发
送至半岛新闻客户端
“快读”频道。扫一扫，更
多精彩极速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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