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往春天的南外滩“金融直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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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冬，寒潮袭来，但南外滩“金融直通
车”却暖意融融。

今天7时  分，一群  后、  后金融白
领，出了轨交 号线小南门地铁站，乘上第一
班直通车，直达“金融不夜城”各大楼宇，通
勤“最后一公里”无障碍。

南外滩，申城新地标，金融不夜城。去
年底，大冬天，南外滩出了件暖心事——“金
融直通车”发车啦！一年来，从无到有，从有
向优。城市更新后，优化营商环境，城市新
地标，如何心怀使命与梦想，创造繁荣与繁
华？开往春天的南外滩“金融直通车”，给出
答案。

南外滩是上海最早形成的城区之一，沿
新开河路向南至南浦大桥， .6平方公里的
黄金区域，发端可追溯至宋代，“一城烟火半
东南”，可见当年繁华。

而今，伴随旧改，一幢幢金融大厦拔地
而起，一个个重量级金融机构纷纷入驻，大
量老居民迁出，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青年
人才纷至沓来。    年起，从太保大楼沿
外马路一路南下至黄金交易所， . 公里沿
线集聚  家总部企业大楼。目前，南外滩
通勤员工已达3. 万人，“十四五”期间将突
破 万人。

大量金融白领，特别是青年白领来了，
辖区服务最需要什么？曾经，上下班通勤，
难！附近仅有 号线小南门地铁站一个轨交
站点，地铁站距离办公楼宇还有  分钟到
  分钟路程。公交线路少、配套不完善，也
直接导致地铁口非法营运车辆集聚。

南外滩，身处金融集聚带，宜业、宜居的
营商环境，谁来打造？作为“地主”，小东门
街道责无旁贷。小东门街道党工委依托“滨
江党建 · 金融外滩”区域化党建联席会议，联
手辖区企业以党建引领，共建共治共享。

去年底，南外滩“金融直通车”发车，久

事集团旗下巴士四公司提供的  座新能源
公交车，每天早晚高峰各运行 小时，3辆
公交巴士交替环线运行， — 分钟一班。
从起始站小南门地铁站出发，途经鑫景金
融站、金融品巷站、久事大厦站等，晚高峰
反向运行。目前，直通车对参与共建单位
的员工免费开放，每个工作日乘载人数达
    人。

直通车，如何开得更顺畅？
三会制度，是社会治理法宝，也是营商

环境好帮手。“金融直通车”，发车只是第一
步；要优化，关键是共商计划安排、共筹项目
资金、共治日常运行、共享项目成果。

一年来，小东门街道走访调研，召开意
见征询会，收集吸纳企业员工、交警和巴士
公司的意见建议，年中启动直通车 . 版，车
辆增至 辆，路线新增董家渡金融城站，微
调部分站点点位，缓解高峰期交通拥堵，让
更多企业白领受益。

最新变化是，今年  月，午间“金融直

通车”正式通车，往返于鑫景金融中心和   
外滩金融中心，串起南外滩滨江 .6平方公
里黄金水岸线  幢商务楼宇，方便白领午
间用餐和休闲。

未来，直通车要开向哪里？
南外滩，滨江一线，有六个“小矮人”。

“小矮人”是昵称，其实是六幢楼，限高、楼
矮、能量大，每幢年税收达  亿元。六个

“小矮人”，只是直通车通勤服务的一部
分。目前，整个路线已涵盖南外滩大部分
金融机构，包括太保集团、东方证券、海通
证券、蚂蚁科技、外企德科等，总计每年产生
百亿元税收。

虽然寒风凛冽，开往春天的“金融直通
车”，之于青年白领，是服务，更是激励。年
轻人念兹在兹，有归属感更有荣誉感——宏
大的城市更新，巨变的南外滩，传统或新兴
金融行业的发展，“一城烟火半东南”的光荣
历史，“金融不夜城”的未来担当，就是沿途
所见最壮美的风景！

连续8年增长后，2024年硕士研究生考试报名人数首度下降

“考研热”降温，折射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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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硕

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人数为164.9

万人。从2016年开始，考研报名人数

逐渐增长，到2023年考研人数达474

万人。如此考研，演变成了第二次“高

考”。如此众多的研究生涌入就业市

场，使高学历大打折扣。记者了解到，

许多成长型企业眼下更青睐拥有实际

社会经验的本科毕业生。

此前，因为就业压力及较高的求

职预期，许多本科毕业生谋求考研来

“缓就业”，同时计划获取高学历后再

在就业市场占据先机。然而，今年秋

季，许多本科毕业生在经历就业市场

的洗礼后，观念发生了变化。

东华大学信息学院自动化专业2024

届毕业生肖露拿下学院秋招的第一签，进

入了一家高科技公司。她是学生党员，曾

是进博会志愿者、抗疫志愿者，又在多个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上获奖，就业

条件优异。原本，肖露计划考研，但今年

开学后的求职经历，让她改变了想法：网

上发出的许多简历，均石沉大海。幸好，

一家企业来校招聘，她有了与HR负责

人直接交谈的机会，最终为这家企业所接纳。

“现在用人单位更看重毕业生的实际能力，

而非学历高低。”肖露介绍，她身边很多同学改

变了考研的初衷，有的同学则是做两手准备，一

边报名考研，一边找工作。因为秋招集中了许

多知名的企业，如果只顾考研而放弃找工作，一旦

考研失利到了明年春天再找工作，那就比较被动。

就业 考研 根据自身特点选择

华东理工大学材料学院2024届本科毕

业生黄婉萍近日签约万华化学集团，她介

绍，直接就业和考研是同学们两种不同的

选择，自己则选择就业。因为，在大学期

间，她没有局限于课堂，而是积累了两次化

学化工的实习经验并顺利就业。黄婉萍

认为，“走进企业、走进社会，能够快速成

长起来。过几年再回校考研，应该是更佳

的选择。”

华东理工大学物理学院2024届本科毕

业生曾剑涛告诉记者，关于就业还是考研，

自己其实没有太多的考虑，顺其自然。他

的专业课成绩不算好，基本确定没有机会

保研。通过一些学长的建议和网上的信

息，他又了解到就业市场上，互联网行业，

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机会和薪资没有太大区

别。他自学过一些开发技术，也获得过一

些程序设计竞赛奖项，认为自己在找工作

上可能会有一些优势。最终，依靠社会实

践的优势，曾剑涛签约美团。曾剑涛认为，

有的同学考研，是为了躲避所谓的“就业高

峰”。事实证明，对于大学生来说，近年来

的就业形势一直是比较严峻的，需要自身

加倍努力。

多种因素引发考研人数下降

今年考研报名人数下降，还有一些具体

原因。比如，为了吸引更多有潜力的学生，

一些高校不断调整研究生的招生政策。比

如增加免推生名额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报名考研人数。同时，近年来，不少高

校调整了研究生的招生政策，包括不再提供

宿舍、补贴减少等。这使得考研的成本越来

越高，但回报却不如从前，这导致一部分考

生放弃了考研计划。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即研究生学历

的“挤水分”行动。2019年以来，教育部开展

“学位挤水”行动，持续开展学位点合格评

估，2014年至2021年撤销103个学位授权

点，196个学位授权点限期整改。此外，加大

了博士学位论文抽检力度，不断提升研究生

的培养质量。因此，考研后想“混”毕业越来

越难，考上了不等于一定能毕业。

华智分考专家张正认为，考研热“降温”，

考研人数下降，其背后的原因是多元的：其

一，就业目的导向。当下，受就业环境影响，

部分年轻人尤其是应届本科毕业生逐渐回归

理性，与其2—3年后继续“内卷”，倒不如直

接就业，积攒丰富的职场阅历。因此，在考研

和还不错的岗位之间，不少年轻人选择了后

者。其二，考公热持续发酵。相关统计数据

显示：2024年国考的招录人数是39561人，比

2023年增长了2461人，扩招7％。考研流失

的36万名考生中，有一部分选择了直接考

公，实现从“校门”到“机关大门”的横向跨

越。其三，当研究生不再成为“稀缺资源”，

那么势必会引发更多年轻人的思考，“卷”学

历，“卷”文凭，是否真的有价值。

张正表示，长远来看，考研热的降温是

一件好事。对于个人而言，明晰自己的职业

目标，而不是盲目内卷；而对于国家和社会

的发展而言，学术研究型人才和技能工匠型

人才都是必不可少的，人才的分流，对于经

济的高质量发展也是大有裨益。

也有高校专家指出，应该看到，今年报

考研究生人数下降，仅是“局部降温”。当

下，高校在校学生基数庞大，对于许多本科

生来说，仍不会放弃考研。值得注意的是，

沪上几所知名高校，如复旦大学、上海交通

大学、同济大学等，每年研究生的毕业人数

均大大超过本科生。

因此，即便有所“降温”，对部分地区、部

分学校而言，较长时间内“考研热”还会持续

下去。虽然2024年考研报名人数相较于

2023年减少了36万人，但这并不意味着考

研竞争会降温。因此，考研学生们不能掉以

轻心，仍需认真备考。 本报记者 张炯强

考研降温了！2024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将于
2023年12月23日至24日举行，教育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此次
考试报名人数为438万人，较2023年减少了36万人，是自2015

年以来连续8年考研报名人数增长后的首度下降。上海的情
况与全国类似，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去年起，上海考研人数已
有所下降。今年，沪上高校报名考研人数及国内报名准备报考
上海高校的考研人数也减少了。
“持续8年的考研热及今年的降温，说到底，都与毕业生就

业相关。”沪上一所知名大学的就业中心负责人对记者说。

教育新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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