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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以選擇，我真的永遠不會再
選。頭上有光環，但是很虛。」

貴州安順某專科學校的楊老師感慨萬端，
「你說大學沒有大師，生活都解決不了，怎
麼出大師？」
楊老師坦言，逼於生計，也逼於社會價值

觀，「錢就是大爺，老師也只好蛻變，為生
活各找出路，誰也沒心思做學問，很難取得
成果。不做學問就沒大學精神可言，就很難
有水平，這樣的狀況怎麼能把學校辦好？」

「操賣白粉的心，賺賣白菜的錢」
楊老師本想婉拒採訪，他表示，講真話有

人不愛聽，粉飾太平他不想說。正編輯短信
打算謝絕時，香港文匯報記者的電話打進來
了。楊老師歎氣說，待遇很差，壓力很大，

又不願意說真話被學校知道。「用句流行的
話說，操的是賣白粉的心，賺的是賣白菜的
錢。」
楊老師算相對資深的講師，基本工資和津

貼加起來月薪超過2,000元，剛評上講師的同
事只有1,600多元。「省吃儉用唄，你沒看到
我的生活，很慘。」楊老師表示，這麼多年
從沒好好孝敬父母；「買書都不敢，能在網
上看就網上看，能下載就下載。」

「世上有這麼低工資的地方？」
貴州大學副教授黎先生表示，工資到手每

月2,400元，有時連買菜都沒錢。9月6日下
午，接通電話後，他表示正準備去游泳。問
及哪裡的游泳池？他先是回答，去河裡野
泳，然後又反問，「游泳池？哪裡掏得起門

票？」當地泳池20元一次，等同於東莞四星
級酒店泳池價格。
廣西賀州學院的H老師一家三口住在不到

20平米的學生宿舍，家裡沒有冰箱，「買冰
箱幹嘛，每天現買現做」；女兒想吃凍西瓜
怎麼辦？「那就不吃唄。」顯像管彩電是07
年所購，從江西老家快遞過來。為什麼不買
新的呢？他解釋，「買個新的也要好幾百，
八九百是要吧？」
賀州當地物價低於廣西省城南寧，但比桂

林高，目前每斤豬肉在政府補貼之後仍要15
元。H老師基本工資1,300多元，課時費平均
每月五、六百元，妻子在圖書館只有基本工
資。他說，一幫朋友在北京，閒聊時沒一個
人相信，「世上有這麼低工資的地方？實際
上，不止我們賀州，大面積都這樣。」

貴州安順房價3,000多元每平米。當地某專科學校的楊老師透露，一
個年輕同事買房三年多，月供約1,600－1,700元，「具體數字不清楚，
總之，每月他的工資卡還了房貸就只剩下8元，生活僅靠課時費維
持。」新進來的碩士教師，基本租住附近農民的筒子樓。
賀州學院的H老師一家三口住在20平方米的學生宿舍。書佔了一

半，兩張床頭尾相連，妻女和自己各睡一床。宿舍附有衛生間，沒有
廚房，在走廊做飯。讀研究生之前，夫妻都在江西老家教書，「鄉下
比這還好，有兩間房。」和H老師同期進入的博士、碩士均住這種學
生宿舍，哪怕是北大博士。但這還算好，新來的教師只能在外租房，
校方每月補貼150元租金。

全年不吃不喝 只夠買幾平米
H老師工齡17年，讀研究生欠債幾萬，至今還有2萬多沒還，「買房

根本不可能，不敢想，1,000多要不要吃飯？還要養小孩子！」
江西九江學院的汪老師透露，講師年收入5萬元左右，但當地房價

離譜，好點的房子每平方米1萬多元。王先生夫妻均在贛州市的江西
理工大學執教，月薪3,000餘元，但夫妻月儲蓄最多2,000元，而當地最
低的二手房也要5,000多元每平方米，新樓盤均要七、八千元。
王先生最困惑的是，大學教師過去是一種精英文化生存狀態，現在

都是物質衡量標準。南昌大學邱美瓊博士也表示，「讓教師有尊嚴地
生活，經濟是很重要的，教師自己可以安貧樂道，但社會評價體系不
會認可你。」

當然，少數教授極端富裕。和中國基尼系數不斷突破國際警戒線一
樣，貧富懸殊在高校顯得更加嚴重。
4月4日，北師大教授董藩發微博稱，高學歷者的貧窮意味 恥辱和

失敗，要求研究生「當你40歲時，沒有4,000萬身價（家）不要來見
我」。5月底，雲南大學副教授尹曉冰語出驚人，自稱開50多萬元寶馬
車上課，手機號碼有七個8，稱教師如果全身心投入教學是自我毀
滅。
去年10月30日，華中科技大學校長李培根在「高等教育國際論壇」

發言批評高校拜金主義，同時表示，僅靠工資收入高校教師待遇就太
差，導致部分老師為房車追名逐利。李培根認為，待遇不高原因是國
家教育投入不足。

教師生存困境 危及教育質量
不過，上海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認為，主要原因還是高

校薪酬體系不合理，等級嚴密，更多資源被課題組拿走，造成收入差
距非常之大。他表示，歐美大學教授之間待遇差距不過一兩倍，但國
內達十倍甚至數十倍之多，高的年收入幾百萬，低的只有幾萬元。熊
丙奇透露，和有的大學校長私下交流得知，推行年薪制，取消科研提
成，最大阻力就是既得利益者。
即使有課題費，學科之間的差距也非常巨大。以國家級課題為例，

工科動輒幾百萬乃至千萬元，而文科項目大幅提升後最高也不過15萬
元。
楊老師則認為，國家經費過於集中在所謂打造世界著名大學的

「985」學校，對一般大學就顧不上。而地方政府財力不足，無法扶持
地方院校，「省市共管，以市為主，實際上都不管。」和高職高專相
比，一般大學處境也更加尷尬。楊老師感歎，這幾年教育投入確實是
更大了點，「我奇怪的是，陽光雨露為什麼灑不到我們身上？」

「你知道嗎？我現在非常崇拜馬克思那句名言——物質決定精神（註：
應為『意識』），生存沒法解決就沒法去思想。老婆孩子要吃飯，還有父母
的身體。」楊老師念叨 說，沒給父母買過禮物，就只買過藥，連大體檢
都沒帶父母去過，怕檢查出大毛病。「很心酸，很無奈，裝作不知道。」
楊老師表示，一個月最多搞一次唱歌或吃飯，「大概500元，剩下的錢

就必須節約了，確實很艱難。」和楊老師一樣，H老師也不敢應酬，同
學聚會不敢去，別人邀請也不敢去，「去了你總得回請吧，請不起，只
好不去。」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但H老師樂不起來，他說，「不是老師小

氣，讓你大方也大方不起來。」來了客人招待一次，當月家裡的生活計
劃就要被打亂。每個季度給老家寄500元，「已經盡力而為了。」
南昌大學X博士也表示，全年包括津貼等所有收入僅3.8萬元，父母還

不相信，以為自己有意隱瞞收入。父親曾問他年收入有無五六萬，性格
耿直的X博士回答，「做夢吧！」

弱勢大學教師

哀嘆生計維艱

貧富差百倍 中青年苦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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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的青年教師越來越遙遠，生活捉襟見肘的大有人在。最近一兩

年，至少有天津、青島、江蘇、安徽、武漢、內蒙古等省市的政協

委員、大學校長們因此而公開呼籲提高待遇。在教師節前夕，內地

有機構做的一份調查顯示，大部分內地院校青年教師待遇不如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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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錢治病
不敢帶父母體檢

本報記者調查發現，訪問十餘位高校青年教師，無一不
認為待遇低於當地高中教師，儘管很多高中教師恰恰就是
自己的學生或大學同學。安順某專科學校楊老師表示，
「同等職稱的高中教師工資遠遠超過我們。」三峽大學郭
先生稱，同學在重點高中教書，每月收入七八千，比自己
多兩倍多。廣西賀州高中教師普遍月入兩三千元，而賀州
學院講師不到2,000元。
今年初，天津市調研發現，高校青年教師生存狀況令人

堪憂，房價過高，他們難以在大城市安家立業。民進天津
市委建議，在校區附近建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並且切實
提高高校青年教師薪酬待遇。民進天津市委呼籲，今天的
年輕教師將影響4年後本科生質量和10年後高校科研實
力，如無視生存困境，對大學實現教書育人、科學研究和
服務社會功能都會產生不利影響。

同工不同酬 多省籲改善
內蒙古大學教授、內蒙古政協委員馬冀去年提交報告

稱，內蒙古大學中青年教師大多是碩士、博士，但工資不
如同齡的中小學教師。
九三學社青島市委秘書長武建平去年呼籲，民辦高校教

師基本福利遠遠低於公辦院校教師，「同工不同酬」甚至
「重工低酬」。教師法第二十五條規定「教師的平均工資水
平應當不低於或者高於國家公務員的平均工資水平，並逐
步提高」，武建平表示，這應該包括所有教師。

高校講師
待遇遠遜高中教師

部分高校課時費標準依然停滯在每節課10元，稅後僅8元；而目前鐘點
工最低小時工資廣東省和北京分別為9.9元和13元。安徽工業大學的于老
師稱，「我就是10元，是學生的奴才。」
八所高校十餘名受訪教師透露，各校講師課時費大部分在10－25元之

間不等。其中江西理工大學稅後為8元每課；九江學院講師每課20元，但
需要扣除幾元作為公共教研經費。三峽大學講師課時費為35元每節，但
該校教師解釋，這和校方如何平衡教學費、科研費比例有關。有的高校
科研費比例佔六成，課時費自然就低。
拋開課時費，大部分講師基本工資加津貼為1,300－1,700元之間，據稱

廣西有的地區甚至更低。另一方面，去年來沿海上調農民工最低待遇，
上海月最低工資為1,120元，浙江一類城市和二類城市分別為1,100元和
980元，廣州和深圳分別為1,300元和1,320元。據2009年廣東省公佈數
據，珠三角民工平均月薪1,677元。
和民工比較，高校教師投入了巨大的時間成本和經濟成本。南昌大學

X博士一直抱怨，「後悔當年沒有堅持打工，不該聽父親的話考研。」

每課10元
堪比粵最低時薪

■中西部高校投入少。圖為
貴州大學破舊的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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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大學老師
望樓興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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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講師待遇普遍
不如當地高中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