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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200万元留学，回国
每月底薪2000元，值吗？

杭 州 女 生 小 林 ， 家 境 不 算 富
裕，高中毕业时身边选择留学的有
两种人：第一种是学霸，去国外深
造，追求更广阔的发展平台；第二
种是家境比较好的同学，父母不甘
心让他们考一个国内普通大学，孩
子的留学生身份会让家长们得到一
种安慰。

小林的父母认为，与其让她考
一个普通的国内大学，还不如去国
外闯一闯。对于学得焦头烂额的小
林来说，这也不失为一个避开高考
的好机会，于是成功申请到澳大利
亚莫纳什大学读书。当时要求 60 万
元人民币存款冻结半年，每年还需
约 30 万元人民币的学费及生活费开
销。她父母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卖掉家里唯一住房供她去澳大利亚
留学。

但是，因为选择了当时很火但
是自己不擅长的金融专业，小林挂
科被学校劝退。后来再转校之后多
读了两年。这 6 年共花费约 200 万
元人民币，小林回国后专业能力欠
缺，人脉资源不够，只好暂时选择
了“无工作经验，2000 元底薪，其
余靠业绩提成”的工作。

这个看起来反差巨大的数字，
不禁让人思考：留学的成本和回报
到底该怎么计算？接受教育的成本
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经济投入和时
间投入。绝大多数人在考虑留学投
入时，思考的多是前者。

经济和时间投入当然是很重要
的一部分。但也需要考虑，如果你
没有出国读书，而是靠国内的文凭
找一份工作的话，这几年本应有的
收入。当然，这还没有包括跟家
人、朋友长期分别的孤独感、国外
生活缺乏社会关系支持等很难量化
的“精神支出”。

很多人都是用工资作为基数，
去计算多少年能收回留学成本，从
而评判这笔投资到底值不值。比
如，200 万元人民币投入，产出每
月 2000 元人民币底薪，几十年才能
回本，怎么看都不能说值吧？近年
来，越来越多的数据显示，将近一
半的留学生，回国后第一份工作的
工资，月薪多低于 6000 元。这不是

“稳赔不赚”么？

一个文凭的附加值，到
底是多少？

有去国外读研的同学感慨过：
“花了这么多钱出国读研，工作薪水
还不如本科同学高。”

那 么 ， 留 学 的 价 值 到 底 是 什
么？显然不能用自己的留学去跟别
人的留守对比，而应该是拿留学的
自己，跟假如不留学而留在国内的
自己相比——如果没有出国留学，
能获得什么样的机会？相比留学之
后，是会更好，还是会更差？这个
差值，才是真正的留学附加值。只
有这样，才能真正回答我们关心的
问题：一个文凭的附加值，到底是
多少？

也就是说，自己读了 A 名牌大
学的某专业，跟自己读了 B 普通大
学的某专业相比，两者对自己的未
来，产生了什么不同的影响？

这让笔者想起了已故经济学家
阿兰·克鲁格的一个经典研究。

阿兰·克鲁格是劳动力市场领域
的经济学家，他的兴趣之一，是研
究学历对大学生就业“钱景”的影
响，即一张文凭到底值多少钱。

去了A学校的学生，跟去了B学
校的学生，在起点上就很可能存在
系统性的差别。考上北大的学生，
跟考取专科的学生，几年之后他们
找到不同的工作，收入存在差距，
我们能说原因都归咎于学校的好坏
么？显然不能。

那我们怎么去寻找起点尽量相
似，仅仅是大学路径不同的学生
呢？阿兰·克鲁格想到了一个方法。
他首先找了一组他任教的哈佛本校
的学生，之后又找到了另一组原本
被哈佛录取，但最终没有选择接受
哈佛的录取，转而去了宾夕法尼亚
州立大学的学生。后者教学质量当
然不差，但名气上不及哈佛。

阿兰·克鲁格随后追踪了这两组
同一届、起点基本相同的学生的 4
年大学成绩，毕业后的工作以及 3
年后的职业晋升。结论是：仅从收
入水平上看，这两组学生没有任何
差别。也就是说文凭的经济附加值
是零。

换句话说，不是大学造就了学
生，是学生造就了他自己。

比尔·盖茨、乔布斯、马克·扎
克伯格这些例子正说明了这一点。
尽管他们在大学选择辍学，但他们
本就是具备考上哈佛和里德学院能
力的学生，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获

得自己需要的教育。
如此说来，出国留学是不是就

没有意义了？反正如果一个人有能
力，那么无论在哪里读书，都会找
到优秀的工作；而如果一个人能力
有限，不论是否留学过，都难找到
高薪工作。极而言之，哈佛的文
凭，对于本就优秀的人来说，是否
一文不值？

留学有助于扩大视野、
活跃思维、增强适应能力

很多留过学的同学都认为体验
和成长是最大收获。在哪方面成
长？自立、眼界、思维方式，当
然，还有抗压能力。更重要的是，
经历过了这段历练，他们都很少再
去计较第一份工作的经济得失，不
是不在乎，而是相比留学经历本身
的体验和成长，以及这段经历对人
生的深远影响，短期的现实收益早
已没那么重要。

绝大多数就业市场的统计报告
都显示，尽管 1—2 年内，留学生的
经济待遇并没有明显好于相同学历
的国内毕业生，但 3—5 年后，在同
等条件下，他们的晋升明显更快
速，他们的选择更多样。因为这类
人——报告经常使用以下词汇——

“视野更加开阔”“思维更加活跃”
“适应能力强”。而一段留学教育经
历能提供的最大价值，就是把这些
品质尽可能激发出来。

（本文配图来自网络）

暑假本是海外学子计划出游或和家人团聚的时间，
今年他们却因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不得不放弃常规
计划。如何让这个“特殊”的暑假过得充实有趣，学子
们纷纷作出新的规划。

提前适应工作环境

就读于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音乐与戏剧学专业的王
琛 4 月中旬返回国内，隔离期间一直在关注工作机会。

“我所学的专业并非是热门专业，又赶上了疫情，找工作
并不顺利。”王琛说。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向好，企业有序复工复产。
在此背景下，王琛找到了一份在一家教育机构做课程研
发的工作。虽然目前还在工作试用期，但她对自己的工
作很满意并打算试用期通过后正式入职。“工作和我所学
专业对口，公司发展前景也很好，管理模式、运营机制
等方面都很成熟。加上我和同事的关系相处得很融洽，
所以就想留下来。”王琛现在的期望是尽快适应国内工作
环境，多积累工作经验，期待未来可以独立负责一些项
目策划。

学习网课拓展知识

荆是美国康奈尔大学酒店管理专业的本科生，自3月
回国，一直在家上网课。因为疫情，荆取消了暑假的出
游计划，准备利用假期这块完整的时间好好学习。

“考虑到疫情，出门旅游还是会觉得不放心。既然在
家待着，就希望过得更充实些。”荆给自己列了一个完整
的暑假学习计划。虽然学校未安排假期课程，但荆自己
挑选了一些国内外的网络学习资源继续学习。她一直对
心理学感兴趣，就准备利用假期上心理学网课。她说：

“在学校时，我可能会偏重考虑这门课我可以拿多少分，
去权衡如何更好地利用学校的资源。如今，我是真正从
自己的兴趣出发自发学习。”

因为高三和大一都在学习英语和适应国外语言环
境，荆觉得自己的中文有些落下，便想利用假期多读一
些文学类中文书籍。她给自己列了长长的书单，但却没
定具体的阅读计划。“读书不能当成任务，还是要从兴趣
出发，我有时会一次性读五六个小时，有时一天都不会
打开书，但还是能保证每周读一本书的阅读量。“

最近，荆又开始将在网上学韩语列入计划。“一想
到这将是我掌握的第三门外语，就更有动力去学习了。”

独特方式解压放松

在陈雅婷的视频博客里，她分享自己设计的裙子，
分享日用好物，分享好不容易买到的零食，分享疫情期
间和朋友的小聚会……在每个视频中，都有她开心大笑
的画面。

陈雅婷是美国萨凡纳艺术设计学院时装设计和时尚
市场管理专业的本科生，住在和朋友合租的学校旁边的
公寓里。但室友在疫情刚暴发时便回国了，现在的她是
一个人居住。

疫情在美国的蔓延速度不免给人带来焦虑、恐慌的
情绪，但陈雅婷一直用属于自己的方式解压。被迫宅在
家的日子里，她重拾已经停更1年多的博客。

虽然没了期待的暑假，但陈雅婷在日常生活中做了
很好的防护。身体健康让她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也增加
了面对困难的勇气。

陈雅婷告诉笔者，她有做计划的习惯，比如每天什
么时间运动、什么时间去散步等都列得很清晰，甚至详
细到每周六晚上要看哪部电影。她还将时间规划表打印
出来贴到墙上，“我所列出的计划看起来像是为了消磨时
间，比如做手工、画画、拍照、看电影、帮别人做平面
设计等，但这些跟我的学业相辅相成”。

这半年以来，陈雅婷对未来有了新的思考。她原来
的计划是想利用假期回国找一份实习工作，为步入社会
做准备。“现在我的想法是或许会去读研，那时候我就又
有暑假了！” 陈雅婷笑笑说。

就这样高中毕业了，思绪瞬
间把我带回到两年前。

那时，我刚到美国读高中，
适应期异常缓慢。室友很是优
秀，来自同辈的无形压力也增加
了我的自卑感。但室友是个非常
有意思的人，虽然“毒舌”，人却
很好，与其相处，让我的稚嫩渐
渐褪去。再加上一人在外读书，
自理能力逐渐提升，时光流逝，
我渐渐变得成熟。

我下定决心要做些什么，当
个不平凡的人。今年年初发起

“武汉加油·北美留学生组”志愿
者活动，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
最明显的是因为每天只睡三四个
小时，导致我脱发了。但跟小伙
伴一起工作的日子虽然辛苦，却
非常值得怀念。

从学校的储物柜取走了剩下

的物品：工程课完成的3D打印作
品、11 年级创作巨型油画时用过
的皱得不成样子的笔刷……零零
散散的物件总是把我的思绪拉回
到在这个学校读书时的点点滴
滴。从来没想过，毕业、离别两
个词会来得这么快。

汽车缓缓驶离学校，耳机里
播放的是离别之歌。是啊，高中
就这么走到了最后。那时，很多
朋友都选择回国了，但是我却不
知道为何，想留在美国静静地度
过毕业季的最后一个半月，也想
静静地等待申请大学的结果出来。

本来在高中的最后一个春假
选择了和学长一起到巴黎旅行，
但是因为疫情，计划只能搁置。待
在家里无事可做，我开始翻阅起
堆在角落里落上灰尘的书，看了
那些早就想看的电影。大学申请

结果像雪花般在那段时间无规律
地躺在邮箱里，刚开始看到申请
结果，我的心跳总会加快，但后来
也能做到内心平静。

距离上述场景已经过去 4 个
多月，我也于 6 月毕业了。毕业
没有想象中的感人或者具有纪念
意义。坐在家里再熟悉不过的书
桌旁，看着脸书上的毕业直播，
没有在礼堂里大家一齐坐在挂着
气球的椅子上的场景，没有领毕
业证握手拥抱的细节……这一切
让我感觉有些不真实。当直播结
束的那一刻，突然发现我的高中
生活就这么结束了。

我还记得当时跟父母吵着闹
着要出国读书的那个时候，对未
来还没有明确的规划。但是到美
国读高中后，随着接触到的人越
来越多，我对未来开始有了清晰
的认识。如果说成长是一个蜕变
的过程，高中生活真的改变了我。

毕业了，突然有点不舍得离
开曾经待过的地方，在这里有许
多酸甜苦辣的回忆。这个地方见
证了我的第一天通宵复习、写论
文，也见证了发生在我身上的各
种各样的故事。很多故事在记忆
里生根，很多场景再不会重现
……所有的一切在这个夏天就这
样结束了。

毕业了，大家各奔东西，不
知什么时候才能在曾经就读的学
校和好友一起吃饭、一起上课、
一起看电影、一起促膝长谈。

还记得去年 11 月的时候，我

们 4 个好朋友在家里做火锅、烤
棉花糖、烤红薯，喝着热巧谈天
说地。还记得那晚佐伊说：“我们
在一起的时候都喜欢放 《十年》
这首歌，不知道 10年后的我们会
变成什么样。”不要说10年，1年
以后我们就会在不同的城市、不
同的学校上着不同的课。

我们嬉嬉闹闹，互相怼来怼
去，却收获了友谊。从刚来时我
无法融入群体到现在大家像一家
人，时间是最大的力量，但是时
间也会把我们分开。我能做的是
把这短暂的两年藏进记忆的深
处，把过去的画面充实，把过去
的故事唱响。

还记得跟初中同学毕业旅行
时听到的 《岁月神偷》：“能够握
紧的就别放了……” 是啊，时
间过得很快，还记得 10 年级刚
来美国时候的青涩，还记得跟室
友在一起的点滴……回忆多得数
不过来。

也许毕业是句号，但是我要
把句号改成逗号，让我们 4 个好
友的故事继续，让我的思绪悠悠
忽忽回到原点。

暑假来了，

做个计划吧
李梦瑶

王琛找到了一份在一家教育机构做课程研发
的工作。图为王琛在工作中。

陈雅婷一直用属于自己的方式解压。图为
她在公寓中。

留学价值到底该咋算？
侯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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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一场疫情让海外留学何去何从成了问题：疫情之下还要留学吗？去哪个国家安全？

读这个专业有用吗？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专家说，留学可能更看重的是不一样的文化体验。那么，

海外高校文凭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真的能为就业带来很大帮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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