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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拍卖》

内容概要

本书探讨了在全球化背景下，教育对工作和收入的“破碎承诺”（broken promise）问题。接受更多更
好教育就能带来好工作和高收入，这是教育曾经给人的“承诺”，但在大学生越来越多的今天，这样
的“承诺”已没有了往日的价值，也可能无法兑现。按照作者的观察，劳动市场正在上演两极化的“
拍卖”。在顶尖大学受教育的精英继续留在市场顶端，企业为争取他们，愿意支付高价薪水，就犹如
增价拍卖。相反的，一般大学的毕业生没那么受市场青睐，在劳动市场上不得不压低薪水来换取就业
机会，这就像是一场价格越标越低的荷兰式拍卖（Dutch Auction）。当更多人接受高等教育，他们期
待毕业后从事专业、管理阶层的工作，但一个国家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当白领。这也是中国目前面临的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它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法，如何迎战这个挑战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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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拍卖》

精彩短评

1、不要被书名中拍卖两个字迷惑了，作者的视觉是全球范围的教育，对正在定位自己的求学者有帮
助
2、有理论，有数据，有逻辑分析。
3、记住了数字泰勒主义
4、可以说是近期买过的最差的书，完全被封面上的"教育"两字忽悠了。全篇感觉不知所云。
5、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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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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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拍卖》

章节试读

1、《全球拍卖》的笔记-第15页

        由于人们被迫依赖于一个就业市场，而这个市场却不能满足各种日益增加的个人、社会以及政治
等方面的期望，于是就出现了一场争取职位优势的秘密战。

2、《全球拍卖》的笔记-第73页

        “我需要向总部证明，我能够比新加坡的员工更胜任此工作，这就是我们每天所担心的。在工作
上，我要做得与伦敦雇员一样好。这就是价值链正在改变的方式，这就是最可怕的因素。永远没有休
息的时刻，如果你停下脚步，其他人就会说，‘闪开！我们来了！’”——中国的员工也如是

3、《全球拍卖》的笔记-第31页

        在全球经济当中，你能够出卖的最有价值的技能就是你的知识，因此，受到良好的教育已经不再
只是一条通往机遇的途径，而是一个先决条件。

4、《全球拍卖》的笔记-第47页

        在一个更加受到市场力量驱动的时代，教育被认为是一种改变社会地位的途径，这种方式能够使
穷人和弱势群体摆脱贫困和不利处境。

5、《全球拍卖》的笔记-第33页

        

6、《全球拍卖》的笔记-第33页

        脚注1，红圈内这里出现一个反书名号，但是前面没有正书名号，说明作者排版错了。

7、《全球拍卖》的笔记-第16页

        少数人可以实现的东西，大多数人是不可能实现的，不管他们的教育程度有多高。工资差距不可
能通过更好的教育或者提高技能水平而得以缩小，因为全球劳动力市场充斥着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
低成本劳动者。

8、《全球拍卖》的笔记-

        接受更多更好教育就能带来好工作和高收入，这是教育曾经给人的“承诺”，但在大学生越来越
多的今天，这样的“承诺”已经没有了住日的价值，也可能无法兑现。

9、《全球拍卖》的笔记-第15页

        由于人们被迫依赖于一个就业市场，而这个市场却不能够满足各种日益增加的个人、社会以及政
治等方面的期望，于是就出现了一场争取职位（positional）优势的秘密战。

10、《全球拍卖》的笔记-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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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拍卖》

        中国的这种先是蹲伏、学习，然后再跳跃的发展战略已经不局限于国内研究。他们已经用过战略
联盟，股权或者大批收购的方式购买到外国公司的知识、技术和行家诀窍，从而将这种学习过程应用
于全球。

11、《全球拍卖》的笔记-第44页

        当学生找不到他们想要的工作时，他们通常是感到被迫花钱接受大学教育，寄希望于获得不中胜
过其他有望获得成功的求职者的竞争优势。

12、《全球拍卖》的笔记-第4页

        在过去，个人往往通过运用接受教育获得的才能来得到一份收入丰厚的工作，但是现在想要获得
一份高收入工作，仅仅靠这样做就足够了吗？

13、《全球拍卖》的笔记-第8页

        本书要为读者展示的是，美国劳动者的命运是如何与这种以减价脑力劳动为目的的全球拍卖不可
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种拍卖削弱了许多管理者，专业人士以及技术人员的交易地位，这种交易地位
往往是与个人的成功以及舒适的生活水准相关的。

14、《全球拍卖》的笔记-第4页

        调查的范本有：美国、英国、中国、德国、印度、新加坡和韩国。
缺了澳洲和非洲国家的范本。

很想看到新西兰对这个话题的反馈。

15、《全球拍卖》的笔记-第196页

        光靠尽自己最大努力可能并不够好。如果其他每个人都做同样的事情，那么即使你付出非常大的
努力来改进自己的表现，也将无济于事。但是无论结果怎样，人们若要不断地力争成为优异者，那么
也就必须为之付出个人代价。

16、《全球拍卖》的笔记-第185页

        富裕社会已经很难为那些愿意工作的且受到良好教育的劳动者提供中产阶级的工作机会。导致人
与人在生存机会上的差距的原因是因为人们在家庭财富，种族歧视或者性别上的不平等，而不是由于
以个人能力和努力为基础的公开竞争的结果。

17、《全球拍卖》的笔记-第15页

        个人自由与求知好奇心没有那些生计竞争所需要的条件那么需要，一个人的公共生活与个性自我
当中几乎各个方面都参与到了要胜出的战斗中。这种机会协议至今并没有拓展个人的自由，但却导致
了一个机会陷阱，它迫使人们在一些活动上面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而这些活动却有可能在
尝试实行个人的机会方面不具有任何内在的目的。这个陷阱就是，如果大家每个人都采用同样的战术
，比如拿到学士学位，或者通过延长自己的工作时间而给雇主留下印象，那么就没有人能占据优势。

18、《全球拍卖》的笔记-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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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兴国家的人才流失VS发达国家的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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