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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女生高考选择引热议——

考古学真的很冷吗？
近日，高考成绩 676 分的湖南女孩钟芳蓉选择北大

考古学专业引发热议。有人为其以高分选择“冷门”专业感

到遗憾，甚至担心她未来不好找工作。

对不少人来说，考古学是一门冷僻、小众的学科。学考

古好不好？考古学真的那么“高冷”吗？考古系学生毕业

后就业情况怎么样？“新华视点”记者采访了考古学界的

相关专家。

大学生缘何悄然被入职？
有“内鬼”卖信息，一些企业借此偷逃税

没开始工作却在个税App 上查询到工资记录！最近一

段时间，有不少大学生发现自己莫名“被入职”。记者从国家

税务总局了解到，近期税务部门与公安、教育等部门依法查

处了一批冒用个人身份信息涉税案件，涉及北京、河北、宁

波、深圳等地多家企业和部分地区高校学生。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大学生信息泄露多指向学

校内部。一些企业利用买来的大学生信息虚假申报，借此偷

逃税。

考古学“渐热”
多名高校招生负责人表示，相比

热门的理工、金融等学科，考古的确显

得有点“冷门”，因为考古学是考究古

物的，与日常经济社会活动离得相对

比较远。

但从招生人数、专业设置等方面

来看，“冷门”的考古学已经有“渐热”的

趋势。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副教授赵俊杰

说，近年来，全国多家高校考古学专业

招生人数不断扩张，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目前每年招生在 60 人左右。北京大学

考古文博学院党委书记陈建立说，北大

考古文博学院 10 多年前每年招生 20

多人，现在每年招生 40多人。

与此同时，设置考古学相关专业

的高校数量也在不断增长。据不完全统

计，目前开设“文物与博物馆学”本科专

业的高校约 50 所，开设“考古学”本科

专业的高校近 30所，开设“文物保护与

修复”和“文物保护技术”本科专业的高

校约 20所。

陈建立说，近年来，北大加强了科

技考古、文化遗产保护、外国考古和实

验考古等方面课程；在田野教学方面

加大建设力度，还建立了考古虚拟仿真

教学实验室，“过去墓葬、遗址等发掘完

就无法重现，现在则可以多次呈现、教

学，让学生们身临其境地学习。”

“考古学学科内容与时俱进，增加

了很多特色课程，还出现了文物保护、

文化遗产等学科发展新方向，与自然学

科和其他人文学科的交叉融合也更密

切。”赵俊杰说。

“蛮酷”的专业
记者采访发现，与十几年前不同，

现在高考第一志愿报考考古学专业的

学生越来越多。

“20 年前吉林大学考古学专业的

学生中，第一志愿报考的比例很小，现

在比例已超过一半。”赵俊杰说。　　

“凭我的高考成绩，本来可以选择

一些所谓的热门专业，比如计算机、金

融等。但我对这些专业没多大兴趣。去

年报考时，我多方面了解考古学发展情

况，尤其是现在蓬勃发展的科技考古，

便决定报考考古学专业。”吉林大学考

古学院学生李广泽说。

第一志愿报考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的耿默兰说，在年青一代眼中，考古其

实“蛮酷”的。“考古不是挖宝，而是‘证

经补史’，真正做到‘探人类之过往，溯

文明之源流’，所以我觉得它是很神圣

的一门学科。”

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考古学不

仅“有趣”，也很“有用”。江苏吴中博物

馆馆长陈曾路说，随着科技的发展，考

古已不再是大家想象中“拿小铲子、小

刷子埋头干”的形象；“既有丰富的历

史知识，又具备工程师的技能”是很多

考古系学生的感受。

陈建立说，考古学对于厚植文明基

因、阐发传统价值、培育文化自信具有

重要意义，北大考古文博学院也旨在培

养出更多优秀的中华遗产的保护者、中

华文明的诠释者、中华文化的传播者。

近年来，国家对文物保护工作越

来越重视，出台了《关于加强文物保

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等政策。

与此同时，近年来文博热持续升

温，文博经济蓬勃发展。《我在故宫修文

物》《国家宝藏》等节目的热播，吸引更

多人走进博物馆。清华大学文化经济研

究院发布的《2019 博物馆文创产品市

场数据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博物馆

文创市场呈现高速增长态势，2019 年

整体规模相比 2017 年增长了 3倍。　

业内人士表示，国家政策鼓励文

博与文创产业发展，各大博物馆也在开

展各类探索，这也让更多的年轻人对考

古学产生了兴趣。

就业前景如何？
不少人会问：学考古，以后好找工

作吗？

记者梳理发现，考古学专业就业

方向比较广阔，包括考古所、文物局、博

物馆、文保中心、高校、勘探公司、拍卖

行、新媒体行业等。

赵俊杰表示，吉林大学考古学专

业毕业生中，大都从事与本专业相关的

工作。而从收入来看，文博行业收入虽

然不能与互联网、金融等行业相比，但

整体看处于中等水平，一些体制内单位

也更为稳定。

“全国考古人员基数较小，人才缺

口仍然很大。”陈建立说，全国每年有几

千处田野发掘工地，而田野考古一线人

员仅千人左右，与法国、日本相差很大。

在一些省级考古所，田野考古专业人员

只有十几个人，根本跑不过来。

据国家文物局统计，我国现有不

可移动文物 76.7 万处、国有可移动文

物 1.08 亿件（套），以及数量众多的民

间收藏文物。根据文博系统开展的调研

估算，2015 年，全国文物保护修复人

员缺口约为 26000 人。2017 年发布的

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数据公报

显示，近四成文物需要修复，超过 16%

的文物残缺或严重残缺。

“目前国内博物馆超过 5000 家，

每年要做数万个展览，考古工作存在

大量人才缺口，无须担心就业问题。”

陈曾路说。业内人士认为，随着经济社

会发展，对历史文化感兴趣的人会越

来越多，考古领域专业人才还将继续

存在缺口。

未来需要怎样的考古人才？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馆员张

瑞说，在考古实践工作中，越来越需要

能不断吸收新思想、综合运用各方面技

术的专家型人才，需要兼备传播学、社

会学等多学科知识的复合型人才。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研二学生王晨

晖说，对于想从事考古工作的同学来

说，“技多不压身”，如无人机操作、摄

影、电脑绘图、建模、视频制作等技能，

对就业都会大有帮助。　　

陈曾路认为，大学教育的根本目

的在于，通过训练思维方式、培养核心

竞争力，让学生拥有更多选择和可能

性，更好地享受和利用好人生。
（据新华社）

出现多起大学生“被入职”
企业借此偷逃税

在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案件中，

北京某设计咨询公司冒用高校 25 名

大学生身份信息进行虚假申报，虚列

人员成本 45.26 万元，偷税 11.25 万

元 ；宁波 3 家公司冒用 779 名大学生

个人信息，虚假申报个人收入 1962

万元，逃避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392

万元。

重庆大学的茶茶就被一家公司

入职了。“个税App 记录显示，我从

2019 年 7 月开始任职于宁波众平人

力资源有限公司，每月工资 4975 元，

已申报税额 0 元。”她说，从未听说过

这家公司，也不曾签订入职合同，更没

收到过工资。

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此前发

布公告，表示有学生反映个人信息被

不法企业冒用，用于虚假报税。

深圳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检查

一科副科长张晓丹表示，冒用大学生

身份信息虚增人工成本是近几年出

现的偷逃税手段。涉案企业“发”给学

生的工资薪酬普遍不到 5000 元，低

于个税起征点，既不用为这部分虚增

员工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又虚增了

企业经营成本，减少了应缴纳的企业

所得税。

张晓丹认为，企业之所以盯上大

学生，主要是因为大学生尚未就业，很

少会关注个税缴纳等情况。

大学生信息在网上“多且不贵”
记者调查发现，学生身份信息存

在泄露风险，在网络上可轻易买到大

学生的身份信息。

经查实，北京的相关案件中，涉

案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同学为某高校老

师，双方签订了一份“校企合作协议”，

约定选派该校大学生到公司实习，老

师向公司提供学生的姓名和身份信

息，但学生并未真正参与实习工作。

宁波的相关案件中，涉案人耿某

的孩子在校期间参与统一购买火车

票、组织报名普通话考试等工作，掌

握了大量学生身份信息。耿某发现孩

子电脑信息后，将其拷贝给另一涉案

人叶某，叶某则利用这些信息为公司

避税。

北京一所高校的学生会成员告

诉记者，学校在收集信息时，经常用

excel 表格统计，“一个大表直接发到

学生群里，上面能看到之前填表人的

相关信息，想获取很容易。”

学校文印店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学生在打印文件时，经常会用U

盘拷贝到店铺的电脑上，“他们基本不

会注意文件有没有删除，身份证、护照

扫描件等信息很多，很容易获取。”

一些涉案企业表示，所用的学

生身份信息都是网上购买的，“很

多”“不贵”。

记者在某网络平台搜索发现一

些卖家在倒卖身份信息。记者联系到

一名卖家，该卖家表示，身份证、手机

号、住址等基本信息，一条几分钱到

几毛钱不等，在校大学生的身份信息

价格会稍微高一点。为了证明其数据

可靠，他还发来一张样表，上面有 10

多名大学生的信息，包括姓名、出生

年月、身份证号、户籍、就读院校和专

业等。

“被入职”可能影响个人诚信
需加大打击力度

税务人员提示，尚未就业的大学

生信息被冒用后，由于到期没有申请

汇算清缴，可能会产生欠税、无法打印

完税证明等问题。毕业后就业时，用人

单位可能会对其应届生身份和个人诚

信产生误会。

张晓丹表示，个人所得税App

上线前，此类“被入职”情况很难被

发现。现在，大学生可以通过个税

App 查询就职记录，对异常结果进

行申诉。

不过，税务部门负责人介绍，此

类处理申诉存在一些困难。在核查过

程中，由于涉及多个部门、多个区域，

存在权限和地域壁垒。比如，受害学生

的地点在重庆，涉案企业的地点在宁

波，需要重庆税务部门联系宁波当地

的税务机关调查。

“各地税务部门应提高政务信息

化水平，进一步强化跨地区信息共享，

提高发现和筛查违法行为的能力。”张

晓丹说。

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

领表示，学生信息被冒用首先涉及个

人信息泄露，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但

能否立案还要看是否符合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罪的立案条件。

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庭表示，

打击此类违法现象需要重罚失信企

业，除了处以高额罚款外，还可以将其

列入失信企业黑名单，降低其信用评

级，并在必要时追究企业的刑事责任，

以此提高违法成本。

税务总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税务部门将继续积极与

相关部门密切沟通协调，加大对冒

用个人身份信息实施偷税行为的打

击力度，加强大学生身份信息保护

和规范管理。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