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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青年教师的“青椒”社会价值论 

丁建臣 
 

 

 

   高校青年教师理应成为民族振兴的希望。当部分青年教师自我搞笑

为“青椒”，照亮别人的“蜡烛”荣誉似乎早已失去了耀眼光环。大国

要崛起，科技是关键，教育须先行。无知比贫穷更可怕。“阿忆哭穷”

替教师说实话，社会对教育的强烈不满顿时也发泄到“青椒”身上；莫

名其妙的“富豪教授排行榜”，只不过是折射出“官、学、商”之间的

利益互动；教授们争相当官，进一步彰显高校管理官本位行政色彩；各

类明星变身“天之骄子”，再次宣告“象牙塔”坠入世俗的万丈深渊而

不能自拔；个别大学校长被“金融陷阱”深度套牢，折射出教育公共品

总量短缺和结构畸形；艺术专业教授裸体授课，意味着传统教育方式可

能是一条垃圾生产线；非驴非马的“核心期刊”科研评价导向，更使

“青椒”们备受其害，民族创新能力进一步削弱；大学毕业基本上意味

着失业，考研简直就是“第二次折磨”，一项调查表明，２００６届的

毕业生中有接近９０％想读研究生，而这其中有５０．３％的人是因为

就业压力而选择考研的，就业实际上早已演变成为家长经济实力的较

量；“一团雾水”的高校改革步履艰难。计划经济体制下残留的最后堡

垒能否坚守，市场经济中的最后净土如何守护，“青椒”们的历史责任

可谓重大，其社会价值需要重新修正和定位。可以说，人大张鸣“博客

事件”比张珏“潜规则”爆料更具有社会关注价值。 

  “青椒”经济独立是前提 

  在一个ＧＤＰ雄踞世界第四、人均ＧＤＰ却排在全球１１０位的国

度里，我们只用占世界５％的教育资源，承担着人类２２％人口的教

育，虽然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ＧＤＰ的比例逐步增长，预算内教育经

费的支出年均增长１６．２％，８年增长了２．３倍，均超过了同期Ｇ

ＤＰ年均递增９．１％的水平，但教育支出经费总量偏少，且结构畸

形，有限的教育经费更多的是保证国家重点官办高校，教师经济待遇总

体上仍然偏低。全国适龄青年只有２１％能升入高校深造，高校所有问

题看来并不是合并和扩招惹的祸。 

  家庭出身和职业的选择，是通往人生幸福大道的两大基本路径。出

身不可逆转，职业选择至关重要。２０年前本科毕业当教师是一种荣

耀，２０年后博士想当教师却非常困难；２０年前读书可能会改变一个

贫困农村家庭的命运，２０年后考大学可能会使城乡弱势群体家庭“因



 

教致贫”。高校“青椒”们理应成为社会精英，通过传道授业，实现知

识报国。然而，残酷的现实却是，他们未富将老，未老先衰，未衰先

呆，忍气吞声，牢骚满腹，教师职业常常难以成为谋生的手段。据《中

国青年报》报道，“青椒”们在学校里“做最累的活，干最多的工作，

拿最少的钱”。由于工作压力大，考核指标纷杂，教师心态不平衡，很

难做到“一心一意”去教书，往往处于被社会边缘化的境地，“灵魂的

工程师”难以拯救自己失落的灵魂。我国高校教师薪酬分配存在着对内

公平性不够和对个体激励性不足的弊端。经济不独立源于经济大国的教

育弱势，源于政府对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源于社会财富分配政策的严

重失误，源于区域、行业、职别等存在巨大的经济差距，源于对“科教

兴国”战略的严重误读。一个经济难以独立的庞大“青椒”社会群体，

如果其经济待遇不能超过公务员，不能与垄断行业平均工资水平拉齐，

就难以确保其队伍稳定，更不能造就出具有人格独立和学术独立的创新

型人才。 

  “青椒”人格独立是关键 

  如果经济不独立，人格就难以完善。时下“货币拜物教”盛行，

“青椒”极易被商人驱使和利用。行政化色彩十分浓厚的高校中，个别

青年教师官本位至上，漠视学生强烈的知识诉求，只是迎合领导的喜

好，而且行为怪异，心理和生理疾病常发，健康状况恶化。不仅如此，

投机取巧，学术浮夸成风，有点成绩沾沾自喜，常常对老教授失敬，新

老教师关系紧张，表面上的和谐难以掩饰心理上的巨大鸿沟。个别青年

教师缺乏合作精神，“个体户”式的科研工作常态，以自我为中心，时

刻追逐“理想中的自我”。整体而言，在财富与人生价值取向对比上，

青椒群体富足感根本就谈不上；在收入与个人价值对比中，“青椒”群

体受偿感最差；在面临巨大社会挑战面前，“青椒”群体安全感更差一

些。故此，“青椒”群体自杀者和弃教者有之，出家和传销者有之，人

格缺陷的形成由来已久，进而影响到青椒群体的学术独立。 

  “青椒”学术独立是目标 

  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的双重缺失，其结果只能是产生难以独立的学

术。科研上，极易盲目仿效，急功近利；教学上，常常照本宣科，难觅

智慧。漠视民众疾苦，对社会积弊鲜见批评精神。比如，为抬高房价的

暴利地产商摇旗呐喊，无形中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鼓吹经济无

泡沫，充当资本市场黑心券商的吹鼓手；宣扬“外资万能论”，对国家

与民族的经济安全威胁视而不见；学术“傍大款”心理作祟，所有科研

活动以官员挂名参与为荣，这实际上都是学术不独立的表现形式。 

  青年教师关注民生，典型事例当推某高校教师起诉交通部征收公路

养路费，某高校教师舌战暴利开发商，质疑铁道部春节车票乱涨价等。

青椒群体在觉醒，不断通过教学语言和文字语言去关注社会，影响政府

公共政策取向，学术独立性倾向开始明显。在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

 



中，一般是政治精英和利益共同体起主导作用，真正反映民众利益诉

求，有待于高校“青椒”们的集体智慧觉醒与升华。狭隘的民主主义并

不意味着就是爱国主义，在现行宪法框架下，合法渠道的独立思想表

达，可以促进社会整体进步和民众福利水平的提高。 

  只有经济独立，才能做到人格独立；只有具备独立的人格，才能产

生独立的学术思想；独立的富有创见的学术思想，才是影响和推动社会

进步的源泉。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克服学术行政化、学者官员化倾

向，切实提高青年教师的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真正发挥“青椒”群体

的聪明才智，重估其社会价值，打破“学而优则仕”怪圈，保护民族的

精华，构建“教授会”，强调专家治学，成立“父母会”，实现学校与

社会教育的统一，完善“校友会”，拓展社会筹资渠道，这是构建和谐

社会的现实性挑战，也是推进高校改革创新的必由之路。（丁建臣 对

外经贸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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