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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主题 66 学历的“水分”该挤一挤了（@浙江宣传 2024.10.23）

热点背景
“两站博士后经历、四个博士学位、六个硕士学位”，近段时间，某研究机构一名 95 后研究员的简历
持续引起舆论热议。不少网友认为，“不到 30 岁的年纪，竟有这样的学历背景，不禁让人怀疑这些
学位到底成色几何”。

出题方向 学历“注水”，你怎么看？

应用领域 学历、高校

问题/表现
“学历注水”的现象早就备受争议，尤其是买卖海外“速成学历”等乱象，引发了人们对高学历“含金量”
的质疑。

☑问题分析
□影响分析
□原因分析

——①发挥“钞能力”。由于国内的研究生招考、培养标准规范，让部分人转而盯上了费用高却门槛
低、拿证快的海外学历。为此，他们动起了歪心思，不惜“豪掷千金”为“速成学历”买单，买论文、蹭
成果，用金钱“堆”出“敲门砖”。
——②施展“分身术”。在学术界，少数人追求数量而非质量，甚至采用抄袭、代笔、AI 写作等手段，
在同样的时间里获得远超常人可及的成果，仿佛有了“三头六臂”。
——③巧当“八面人”。学生培养环节存在的评价主观、把关不严等现实问题，间接为一些人进行“学
历注水”提供了可能。这样拿到的学历，往往与这个人的实际能力水平不太相符。

□问题分析
☑影响分析
□原因分析

“水学历”和“学历水”的现象一旦成风，越来越多的人会将之当成捷径，把精力花在如何更快、更轻松
地拿到所谓的“学历证明”上，从而忽视了学习、科研、创新、实践等个人综合能力的提升，也给原
本应该公平公正的学术竞争带来扭曲风险。如此，便违背了高等教育、科研学术的初衷和本心，不
但不利于学校选拔培养真正优秀的人才、不利于用人单位录用有真才实学的员工，甚至破坏人们对
教育体系的信心，影响我国高等教育的严肃性、神圣性和权威性。

□问题分析
□影响分析
☑原因分析

“学历注水”的歪风为何这么难刹？
——①浮躁求成的心理。“水硕”“水博”现象频发，反映出不少人渴望快速获得高学历，以应付和急于
求成的心态将求学深造这件事当成一项任务去完成，而非全身心地投入学业和科研中。
——②有需求就有市场。在市场需求的驱使下，一些中介机构打着留学咨询的旗号，声称“包认证”“有
内部渠道”，利用外信息差做起了“学历速成”“一站式服务”的生意，成为“学历注水”乱象中的重要一环。
——③就业趋势的催化。近年来，就业市场竞争激烈，一些用人单位对学历要求随之“水涨船高”。
美国曾有社会学家提出“文凭的通货膨胀”概念：当招聘过程中的学历门槛越来越高，求职者自然愿
意花上更多成本和心思换来高学历，以谋求更好的职业机会，“学历注水”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
——④“唯学历”倾向难改。不少人受思维惯性影响，往往过度看重学历标签，简单片面地以学历高
低论英雄，却忽略了其纯度够不够、成色足不足。而现实中，用人单位难以辨认报考者学历的优劣
虚实，就可能放进“漏网之鱼”。

对策分析
★★★★★

——①把牢“认证关”。如果只用一把尺子衡量，难以精准评估毕业生的受教育质量。因此，把牢“认
证关”很有必要，比如可以持续完善境外高校的学历认证体系，结合办学资质、综合实力、学制长短
等加强认证审查，动态更新发布认证审查黑名单。
——②防范“水学历”。对于高校、科研院所来说，有责任加强对学生培养全过程、全链条的质量要
求，优化课程设置、强化师资建设、改善教学条件，在课程考核、论文答辩等关键环节加大监管和
评审力度，真正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社会认可度，让发出去的每一张学历证书都经得起检验。
——③对学历“祛魅”。要想有力改变“唯学历”的倾向，用人单位应当在人员招聘、岗位竞聘、职称
晋升、资源配置等方面淡化“学历滤镜”，突出实绩、贡献导向；相关部门继续优化考核体系，根据
不同院校定位特点，分层分类设置考核指标，如不将硕博数量作为院校评级考核的硬性指标等，倡
导长周期与多向多维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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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句集锦
◎学历绝不是人生的“判决书”，也不完全等同于能力水平。相比“水”来的虚名，拥有真才实学才

是赢得人生长跑的制胜法宝。

案例积累 /

小试牛刀
☆一直以来，“学历注水”的现象备受争议，尤其是买卖海外“速成学历”等乱象，引发了人们对高学
历“含金量”的质疑。对此，请谈谈你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