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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管理者加班
比普通员工多得多

当教授是大多数
德国大学老师的终极
目标

本报记者 周 易

当下， 喜欢往 “仕途” 中挤的年轻
人不在少数。 在他们看来进入公务员队
伍和晋升为企业管理者， 意味着从此以
后可以过上相对安逸和富足的生活。 毕
业于德国美因茨大学、 在德国企业工作
过的陈智威告诉记者， 在德国， 虽然管
理岗位也会受到追捧， 但是从事管理工
作并不轻松。 优秀员工终身在技术岗位
或其他非管理岗位工作是很常见的现

象。
中国青年报： 在德国， 大学里从事

管理工作的一般是什么样的人？
陈智威： 大学里的领导层一般是资

深的教授。 德国的教授是终身制的， 而
管理工作的岗位一般都不是。 在任期结
束之后， 校长、 院长等会重返自己的学
院或部门担任原来的职务。 我就读的德
国美因茨大学翻译学院的院长任期就一

年。
在大学里， 教授一般都已经具有一

定的管理职能， 很多院系的教授都直接
负责本单位的管理。 而当上教授一般都
须经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在获得
博士学位后 ， 作为竞聘教授的必要条
件， 还必须再写一篇教授资格论文并获
得通过。 但受教授职位数目的限制， 还
必须等到有空闲职位的时候才有可能获

聘， 且竞争一般都很激烈。 而对于大多
数大学教师来说， 教授都是他们的终极
目标。

中国青年报： 管理岗位受不受社会
大多数人的追捧？

陈智威： 在德国， 管理岗位还是一
个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追捧的职位， 尤其
是在拥有合适的能力与条件的情况下，
很多德国人也是会往领导岗位努力的。
一般来说， 同一个企业里， 管理岗位的
待遇相对更好， 话语权更大。 不过， 终
身在技术岗位或其他非管理岗位工作的

人也并不少。 对于德国人来说， 不同岗
位上的人更多只是在一个企业里面扮演

不同的角色， 因工作量和工作内容的不
同而获得不同程度的报酬。

中国青年报： 在企业里， 管理人员
的收入会比技术人员等高很多吗？

陈智威： 在同一个企业里面， 管理
岗位的待遇要相对好于其他职位。 因为
在企业里从事管理工作的人， 一般拥有
管理方面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验， 同时
又熟悉企业以及相关部门业务。 不过，
在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内， 这个收入差
距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是有限的。

他们从事包括管理在内的各种工

作， 更多是为了获得自我认可， 而非仅
仅出于物质上的追求。 这也许可以解释
那个看似有点矛盾的问题———为什么管

理岗位受追捧的同时， 也有很多人愿意
在其他岗位上奉献终身。

中国青年报： 管理人员会比其他劳
动者的地位高吗？

陈智威： 在企业里一般的流水线员
工社会地位很低， 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在
单位内部的地位一般较高。 员工非议领
导的情况时有出现， 但一般以私下讨论
为主。 在某些理由特别充分的情况下，
员工会当面指出领导的错误。 从事管理
工作的人不一定会比从事技术工作更受

人敬佩， 高级技术人员是很受社会尊重
的。

另外， 做公务员不一定社会地位更
高。 在德国， 只要一谈到政治， 听到的
首先就是批评。 无论是在普通人中间还
是在媒体上， 批评政治人物的言论都很
多。

跟德国人谈起职位升迁等问题， 他
们的第一反应几乎都是 “这意味着更多
的义务和责任”， 上至领导下至基层员
工， 无一例外。

中国青年报： 做管理工作会相对更
轻松还是更劳累？

陈智威： 对于德国人来说， “管理
职位” 和 “工作轻松” 恰恰是背道而驰
的两个概念。 在德国的企业中， 管理层
的加班时间一般都比下面的员工多。 这
对于他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是当
领导所要履行的职责。 一些因为要照顾
家庭等原因而没有全职上班的员工———
如每天提早两个小时下班， 即每周工作
30小时而非40小时， 那么即使他们的能
力再高， 业绩再好， 一般也没有晋升管
理层的机会。

44.6%受访者反对年轻人一味追求管理岗位
66.7%受访者表示身边想进入行政领域的年轻人多

本报记者 周 易

实 习 生 王梦莹

当下，“学而优则仕”、“演而优则仕”、
“技而优则管”的现象并不少见：一些在科
研、演艺等领域表现出色的年轻人，却转而
进入行政领域发展；在各个行业里，不少青
年也以当领导为荣。

近日，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
民意中国网和手机腾讯网， 对14350人进
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66.7%的受访者表示
身边颇多年轻人想当公务员或进入行政领

域工作 。 受访者中 ， 普通员工占54.1%，
公务员占 14.3% ， 企事业单位管理者占
9.6%。

41.9%的受访者表示身边
颇多年轻人想当管理者

清华大学某工科院系博士生徐澜 （化
名），希望毕业后能留校工作，但相较于一

直从事教学科研岗， 他更青睐院系的行政
岗位。 理由是院长和系主任有更丰富的资
源、更高的学术影响力。不过，徐澜同时表
示，由于行政工作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对个
人的科研生产力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干

扰。
本科就读于对外经贸大学的朱平 （化

名），今年已经是第二次考公务员了。“去年
考的是外交部， 没考上； 今年报的是商务
部，连笔试都没过。”但她对这一结果毫不
惋惜：“家人觉得公务员稳定， 还可以解决
北京户口， 比较适合女生干。 虽然工资不
高，但福利不错。”

调查中，41.9%的受访者表示身边颇多
年轻人想当管理者，49.0%的受访者表示这
样的人少。 回答一般和不好说的受访者分
别占5.8%和3.3%。 而对于想当公务员的年
轻人，66.7%的受访者感到多，仅16.4%的受
访者感觉少， 回答一般和不好说的受访者
占11.8%和5.1%。

朱平告诉记者， 身边参加公务员考试
的众多同学中， 真心想当公务员的其实没
几个。“就是考着试试。 不少人也在尝试其
他的发展渠道。我就同时在做考研、出国留
学和考公务员三手准备。”

在向阳生涯资深职业规划师王虹看

来， 年轻人盲目报考公务员可能导致个人
陷入职业发展困境。 “有不少年轻人在公
务员岗位做了一两年后发现公务员的工作

并不像以前想象的那么安逸。 尤其是基层
工作，十分繁琐。他们感觉难以应付，并不
适合这份工作。”

为何年轻人追捧管理岗位

调查显示，行政或管理岗位待遇更高，
有更大话语权，社会地位也更高，是年轻人
追捧管理岗位的三大原因， 选择这三项的
受访者分别为35.7%、22.2%和17.7%。 其他
原因还包括 ： 行政或管理工作更加轻松
（9.4%）， 从事行政或管理工作更容易获得
提拔机会（3.9%）。回答“个人喜欢做行政管
理工作”的人仅占2.8%。

丹宁职业规划工作室人力资源管理师

刘志认为，首先，在企业中，管理岗位的晋
升通道比较完善， 管理者也会在企业中得
到更加显性的福利待遇、话语权和决策权。
另外，绝大多数企业的员工都不是终身制，
企业内部的专业岗位资格认定在转岗时未

必得到其他企业认可， 而管理岗位转岗较
为容易被其他企业认定。再者，以管理者为
尊的社会价值观也导致了年轻人对管理岗

位的盲目追求。
在王虹看来 ， 很多大学生报考公务

员， 一方面是希望享受公务员岗位带来的
购房优惠和各种隐性福利。 另一方面社会
中的官本位思想还比较严重， 人们普遍认
为做公务员就是当官， 而当官是很荣耀的
事情。

在山西某国企工作的彭娟告诉记者，
与个人工作能力比起来， 她感觉目前从事
的工作， 对自己考验更多的是察言观色的
本事。“工作大都是重复性的， 没有什么难
度，也没有太多展示个人才能的机会。如果
想获得升迁机会，在领导面前留个好印象，

在同事之间有好人缘很有必要。”
什么样的人更容易升为管理者？ 调查

显示， 在受访者看来首先是会讨好上级的
人（74.2%），其次是人缘好的人 （9.3%），接
下来才是有管理才能的人（6.6%）和专业能
力突出的人（3.5%）。

44.6%的受访者反对年轻
人一味追求管理岗位

对于年轻人追求管理岗位的做法，调
查中，39.3%的受访者表示赞成， 理由是学
有专长者进入管理层有益于社会发展 ；
44.6%的受访者反对，认为这不利于原行业
的发展。16.1%的受访者回答不好说。

在徐澜看来， 院系行政岗位的主要工
作是管理教学和科研， 由懂教学和科研的
教授来管理才能起到较好的效果。 而且在
行政岗位之外， 很多带课题的教授从事的
也相当于半管理岗位的工作。

王虹与其团队曾在移动公司、 银行等
机构做过调研， 发现由于专业岗位缺乏足
够的提升空间和发展路径， 走向管理岗位
几乎是专业人员在工作四五年后的唯一选

择。“很多人并不适合管理岗位， 这种职位
安排既不利于个人的发展也不利于企业的

运作。”
王虹介绍说，在国外，管理者和当官完

全是两码事儿。 “国外不少专业岗位的薪
资很高， 甚至超过管理岗位， 但国内的薪
资序列还是明显倾向于管理岗位。” 她指
出， 企业应该逐步完善相应的专业岗位序
列， 设置一些基于专业性的管理岗位， 比

如技术经理、 专家顾问等。 员工个人也应
该脚踏实地，把基础扎稳打牢，再考虑提升
的问题。

刘志强调，社会、学校和企业都应该对
年轻人的成长做出正确引导。 学校要建立
完善的职业教育培养机制， 企业要形成规
范化和战略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社会
要形成尊重能力的价值引导氛围， 尊重个
体的自身特质与兴趣爱好， 建立完善的职
业生涯辅导与发展规划体系， 才能让适当
的人从事适当的行业。

调查显示， 为了让更多年轻人发挥所
长，27.0%的受访者建议给非管理岗员工更
多话语权；20.1%的受访者指出应该让行业
间、 内部待遇公平化；16.7%的受访者认为
应该在社会中营造重视人才的氛围；14.3%
的受访者建议在专业领域创造良好上升通

道；12.4%的受访者提出给年轻人更多机会
和空间； 8.3%的受访者指出升职和加薪等
待遇不应捆绑。

年后去哪儿打工 80.5%受访者仍选大城市
70.1%打工者愿回乡就近落户 但怕买不起房、生活成本高、工作机会少

本报记者 孙 震

实 习 生 倘凌越

在近日中央召开的城镇化工作会议

中，有关部门指出在城镇化过程中，要通过
配套户籍、 基本公共服务等政策来促进农
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然而，目前许多中小
城市在基础设施、 社会保障和经济环境等
方面的劣势难以吸引农民工就近工作、落
户。

近日，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
大谷打工网和民意中国网进行的一项调查

（8672名实名注册打工者参与）显示，66.4%
的受访打工者目前的工作地在大城市。春
节过后，80.5%的受访打工者仍然想去城市
打工 。 受访者中 ，90后占 47.0% ，80后占
41.0%，70后占9.9%。 受访者的老家，36.0%
在中部地区，23.4%在东部地区，22.6%在西
部地区。

仅13.8%的受访者春节后
想回老家或家乡附近县镇打工

调查显示， 受访打工者选择到大城市
的原因主要在于 “工作机会多、 发展空间
大 ”（60.0%）、“收入高”（42.5%）和 “想出去
闯一闯”（31.8%）。还有人考虑到“社会基本
保障健全”（18.0%）、“医疗、 教育等公共服
务条件好”（14.5%）等因素。

“出来打工当然是为了挣钱。” 老家
在四川达州的90后陈道清在广东佛山某工
厂工作5年了， “我老家在大山里， 到最近
的镇上坐车都要一个多小时。 老家也没什
么工厂， 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 所以我不
想回去。 也许成了家有了孩子会担心上学
的问题。 反正目前来说， 我想在佛山待个
10年20年。”

老家在河北沧州的李海洋在北京一家

连锁发廊打工已有4年，“现在是总监级别，
给人剪发要128元一位。” 当初他就是觉得
大城市机会多， 美发行业门槛低又能学到
一技之长，就来到大城市给大发廊当学徒。
“如今的生活比刚来时强多了，但不敢说过
得有多好。” 他仍住在公司的集体宿舍里，
收入主要靠平时的业绩提成。 在李海洋看
来，大城市房价太高，想把父母接来不太可
能。但若回家开店，他又怕没有客源保证，
“心里很矛盾，先干几年再说吧。”

在打工者的顾虑中，“大城市生活成本
高、压力大”（52.5%）、“家里老人没人照顾”
（29.9%）、“最终还要回乡，没安定感”和“子
女教育问题”（22.0%） 是他们最担心的问
题。除此之外，“大城市资源有限，难以成为
市民”（13.0%）和“难以融入城市文化”等也
常令他们困扰。

虽然如此， 春节后，80.5%的受访者想
去城市打工。 其中，50.1%的受访者去往一
线城市 ，25.9%的受访者选择二线城市 ，
4.5%的受访者去三线城市。 选择回老家或
者去家乡附近县镇的受访者，占13.8%。

收入、就业 、公共服务是
影响受访者回乡务工的重要

因素

在受访打工者看来，只有当“收入水平
不低于在大城市打工”（63.0%），“就业机会
多”（34.3%），“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完善”
（24.4%），“社保政策更完善”（23.2%） 时他
们才会考虑回乡务工。 此外，“子女入学方
便 ” （21.9% ）、 “政府在政策上支持鼓励 ”
（21.2%）、“改善城市环境”（16.2%）和“文化
设施完善”（14.4%） 也是受访者看重的条
件。

今年43岁的刘武的老家在四川阆中，
他外出务工20年了，去过长春、西安、唐山
等城市，目前和妻子都在北京打工，上小学

的孩子在老家由爷爷奶奶带着，“每年放暑
假的时候把孩子接过来，但其他时候，即便
过年我们都不一定能回去。”他在北京郊区
租了一间不足6平方米的屋子， 房租每月
150元，“如果家乡条件好，有活儿干，谁愿
意出来挣这辛苦钱？”

陈道清告诉记者， 有很多亲友一起出
来打工， 佛山都快成了她的第二个故乡，

在老家反而认识的人少了。 “现在我的圈
子都在这边， 即使有新政策， 我也不想把
户口迁来迁去， 我又没钱买房， 又没有小
孩读书， 户口对我来说影响不大。” 不过
她也表示， 如果可能， 她希望把户口落到
佛山， “这里什么都好方便， 不知有没有
可能？”

南京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副教

授郑广怀指出， 农民工更愿意前往大城市
或其周围卫星城市的原因之一是大城市机

会和资源更多；其次，大城市对于工人权益
的维护相对来说更好。 对于中小城市和小
城镇而言，要吸引农民工回乡务工，首先工
资水平要高， 其次权益保障要好。“但农民
工的工资水平跟地方政府的最低工资是有

关系的， 但是中小城市的最低工资又不可
能比大城市高。”所以，中小城市必须在公
共服务和农民工权益保障方面努力， 户籍
的背后正是各种公共福利。

“如果农民工进入中小城市，孩子可以
没有限制地上公立学校， 低收入者可以领
低保申请廉租房， 农民工工伤可以享受地
方残疾人就业优惠， 有了这些公共福利的
保障，肯定会吸引农民工返乡。”但郑广怀
同时表示，具体还要看政策落实情况。很多
中小城市可能通过积分给人排队， 这只能
吸引一些高端人才， 对于底层的农民工来
说并无优势。

70.1%的受访打工者愿回
乡就近落户

调查显示，70.1%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在
家乡附近的中小城市或城镇落户。 进一步
调查发现，“买不起房”（53.9%）；“生活成本
高”（36.4%）；“工作机会少”（26.6%）；“政策
不明朗 ， 对落户后享受的待遇不确定 ”
（24.3%）是影响他们落户的主要障碍。此外，
“环境不熟悉， 朋友少”（21.9%）；“不愿放弃
家乡土地”（18.0%）；“政策限制自由迁徙 ”
（15.9%）等因素制约着他们的回乡意愿。

何春阳 （化名） 的老家在湖南衡阳，

1995年来到广州从事环卫工作。如今，她的
丈夫和儿女也都在广州工作，“儿子开了家
小店，女儿进厂了”。她近20年只回过老家
两次。“来大城市不管做些啥， 有最低工资
标准在那儿，拿的钱肯定比老家多。”不过
她表示，广州再好也不是家，以后肯定还是
会回到家乡。“漂着真不是个事儿。 如果子
女能跟着回去在老家附近城镇定下来，那
最好。可是这些落户政策真得说清楚了，不
然我们要空欢喜一场。”

“如果农民工能够落户在中小城镇当
然最好。”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
汪建华表示， 这样农民工更有可能在工业
化进程中获得稳定的社区生和家庭生活。
“但是问题在于，产业能否相对均衡地分布
到内地，总体还是一个工业布局的问题。农
民工确实可以去内地就业， 而且越到内地
中小城市， 越有实现赋予城市公民权可能
性，但目前来看，内地中小城市还是缺乏实
体经济的支撑， 矛盾核心就是产业配置问
题。”

汪建华指出， 与沿海大城市、 特大城
市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现状相反， 内地
中小城市很可能陷入工业化滞后于城市化

的困境。 “逐渐赋予农民工城市公民权的
政策导向值得肯定， 但大城市、 特大城市
的农民工同样应该有一定的落户机会。 这
类城市之所以集中了大量外地人口， 除了
产业布局方面的因素， 资源与机会的集聚
甚至垄断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 因此 ，
在区域间产业升级、 转移的同时合理配置
各种公共资源 ， 才有望真正消除户籍壁
垒， 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协调发展。

94.8%受访者感觉虚假医疗广告多
专家认为治理关键在于监管力度和媒体自律

本报记者 孙 震

近日，各地集中整治、查处虚假医疗广
告。 河北省开展医疗广告类非法出版物集
中整治月行动； 黑龙江省公布了省城媒体
2013年12月典型严重虚假违法广告名单；
上海市工商局对多个医疗领域的虚假广告

进行查处和曝光。
日前，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

民意中国网和题客调查网进行的一项调查

显示（6750人参与），94.8%的受访者觉得身
边的虚假医疗广告很多，且主要集中在“电
视 ” （63.9% ）、 “报纸 ” （60.6% ）、 “互联网 ”
（58.2%）上。

40.6%的受访者被虚假医
疗广告误导花了不少钱

调查中，23.8%的人看了虚假医疗广告
后曾去买药问诊，25.9%的人上过虚假医疗
广告的当，40.6%的人为此花了不少钱。

辽宁瓦房店的个体户王立平说，“瓦房
店是辽宁省的一个县级市， 电视台每天大
部分时间都在播放虚假医疗广告， 而且还
通过给少量药品等手段请一些当地的病号

‘现身说法’，有的患者因为轻易听信，病情
反而恶化了。 这种电视台的广告部门昧着
良心搞‘创收’，对缺乏就医意识、常年忍受
病痛的病人是再一次的伤害。 ”

云南红河退休干部刘文书， 有时晚上
睡不着会听听收音机， 可是一到晚间10点
半左右， 云南红河电台就会播出一档长达
半小时的生殖健康节目， 不仅邀请虚假专
家对药品进行吹嘘， 还会让医托打电话进

来哄骗，用词也非常粗鄙。他担心这样的广
播，会对青少年产生很深的误导。

据一名百度公司内部人士透露， 作为
国内最大的搜索引擎 ， 百度广告收入的
30%都来自医疗广告。

虽然竞争对手的崛起迫使百度在医疗

搜索上有所收敛， 但搜索引擎仍然被人诟
病为“假药和骗子医生的天堂”，加上越来
越多的人喜欢靠搜索“自诊”，受骗患者可
谓“前赴后继”。

据研究公司 “互联网实验室” 发布的
《关于搜索推广中的违法医疗广告情况调
查》显示：在网民最常用的搜索引擎上，已
被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确认为无国家

药品准字批号的26款药品中， 仍有14款存
在推广链接，占比达53.8%；消费者通过搜
索引擎购买最多的18款药品中， 有14款为
“三无”药品，比例高达77.9%。

农村和偏远地区的人们更

容易受虚假医疗广告影响

在受访对象看来，虚假医疗广告的主要
危害是“会耽误治疗”（72.0%），“会让人花冤
枉钱”（67.6%）和“会危及患者生命”（65.4%），
其他还有： 影响人们对医药行业的信任
（58.8%）、扰乱了医疗服务市场秩序（56.9%）、
影响人们对媒体的信任（48.5%）等。

上海一家汽车媒体编辑张琪俊的父亲

不久前病重，他四处求医时，就有人拿出了
“只吃葡萄和芋艿，会饿死癌细胞”的偏方
广告。对方称“坚持3个月之后，非但肿瘤可
以消失，血液里也不会有癌细胞残留，绝不
会再复发和转移。 ”

“当时我就拒绝了，后来父亲的病情得
到有效治疗， 如果轻信虚假广告， 花钱事
小，贻害生命事就大了。 ”张琪俊说。

河南平顶山的王世民说，“在很多农村
和偏远地区，人们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对
媒体很信任， 对虚假医疗广告的危害不了
解，所以更容易上当。一些电视台广告部承
包给代理公司，每年只要按期上交利润，任
其‘为非作歹’也没人管。 ”

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副所长章滨

云的父亲就有轻信虚假医疗广告的经历，
“2012年某天，他看到《国防时报》第5版刊
登的唐山景中山药业的 ‘安宫降压丸’广
告，宣扬能彻底治好高血压，父亲对药效深
信不已， 我不让他吃， 还对我发了一通脾
气。 等药寄来后， 我发现产品说明书上只
字未提降压效果， 居然还拿到了国药准字
批文。 ”

在章鸿云看来， 杜绝虚假医疗广告不
仅要督促企业把老百姓的健康放在心上，
更应督促广电宣传部门规范电视、报纸、电
台和网络等千亿规模的医疗广告市场。

为何虚假医疗广告一直泛滥

对于虚假医疗广告泛滥的原因，72.1%
的人认为是“民营医院等机构追求暴利，虚
假宣传”，70.0%的人表示是“对违规生产、销
售者追查不严”，66.3%的人提出是 “广告公
司和媒体等自律不严”（66.3%）。 “普通人医
学知识有限，容易上当”（61.3%）和“人们不
愿到正规医院诊治”（25.0%）也是原因所在。

在陕西西安的白黎东看来， 虽然现在
医疗水平提高很快， 但现有医院仍然满足

不了病人的需求。 人们的医药常识仍然比
较落后， 容易轻信虚假夸大的宣传。 事实
上，既不存在治百病的药，也没有根治绝症
的疗法，如果能坚信这两点，大部分虚假广
告都可以被屏蔽了。

中国广告教育研究会秘书长、 厦门大
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黄合水认为，首先，
《广告法》自1994年颁布以后没有进一步修
订。 媒体发展日新月异， 很多细节现有的
《广告法》已经管不到了，虽然各地主管部
门出台了法规，但力度也有限。

其次，媒体目前也面临生存困境，新媒
体的成长使广告业务分流， 很多广告预算
都转移到了新媒体上，传统媒体过得不好，
不免在刊登广告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
是， 虚假医疗广告不仅在道德上产生不良
影响，也触犯了法律法规。如果仅靠罚款来
惩戒违规行为，对广告主来说还是赚了，显
然效果微弱。

黄合水表示， 在法律约束相对有限的
情况下， 遏制虚假医疗广告关键在于监管
力度和媒体责任。“为什么省级卫视少有这
种问题？因为主管部门对大台管得更严，大
的媒体也顾及自己的信誉。所以，没有不能
管只有不想管， 各方都动起来才能清除虚
假医疗广告的危害。 ”

有效遏制需要医疗广告，77.1%的人首
选“卫生、工商等部门通力合作，打击虚假
广告 ”， 其次是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
（72.6%），“媒体严格自律，如有问题，负连
带责任”排在第三位（67.0%）。 另外 ，还应
“提高普通人的医学常识和辨别能力 ”
（53.8%）和“增强消费者维权意识”（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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