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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某些专家又惹年轻网友不高兴

了，他们提出的诸如“结婚年龄降到 18

岁”“年轻人没工作可以先结婚生子”“拿

出三分之一存款买房子”等建议，被指脱

离实际、信口开河，对民众的利益诉求缺

乏真诚关切。

近年来，“专家建议”越发陷入尴尬

境地，“建议专家不要建议”更是表达出某种愤懑、调侃情绪。其实，专家建议

受到嘲讽不是今天才有的，想想“砖家”一词的由来就明白了。但一些专家似乎

毫不在意，反而继续由着性子在表达时“跑偏”。

好的专家建议并非不存在，值得追问的是，一些专家建议为什么脱离了公众

感受？

不妨以“婚龄 18 岁”之争为例。某些专家为促进生育出了些“金点子”，看

上去很对路，但经不起推敲。决定个体生育意愿的关键要素，还是“成本”二字。

当一个人的收入状况、居住条件、抚养力量不足以迎接一个孩子的到来时，生育

意愿就可能会被隐忍，就算把年龄调得再低，又有何用？你又不能帮人增加收入、

改善境遇。当然，年龄门槛的降低，确实呼应了部分人的需求，但对于激发“生

育困境”中人的生育积极性，作用十分有限，还可能产生一些高中生辍学结婚等

负面效应。

相关专家的离题万里、自说自话，是和公众想法或潜意识发生冲突的根本原

因。一些建议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就是没有替群众好好算一笔账，也没有站在群

众的立场感受人们的冷暖与喜忧。这也从情感上造成话语表达者和话语受众的割

裂。

那么，这个时代需要怎样的专业意见？专家建议究竟应该如何呈现，才能立

得住，成为一个社会的重音？

我曾采访过上百名专家学者，因而深知，很多专家并非像有些网友说得那样，

成天为了曝光度和虚荣而到处“胡说八道”。我们这个时代依然需要专业意见。



我们需要更多更好的专业意见成为处事指引、治国良策。

今天，人们发出对专家建议的批评，不是因为社会不需要专业意见，恰恰相

反，是因为有质量、有良知的专业意见还不够多，人们普遍担心被“坏”的表达

挤占空间。

这样的专业意见理应是这样的——关切民生疾苦，应对痛点和难点，讲出振

聋发聩的好主张；立足专业高台，爱惜羽毛，发出经得起时间和科学检验的肺腑

之言，而不是不值一驳的时髦怪论；坚持真理，坚守良知，不为某个利益方站台，

真正自由发声、严谨发声。

总之，我们的专家不能不懂民情民意，我们的专业发言不能如“何不食肉糜”

那般愚蠢、堕落。

单词：
sù
诉
qiú
求

ɡān
尴

ɡà
尬

fèn
愤

mèn
懑

xìn
信

kǒu
口

kāi
开

hé
河

tuō
脱

lí
离

tuī
推

qiāo
敲

hū
呼
yìnɡ
应

chuò
辍

xué
学

chénɡ
呈

xiàn
现

jǐ
挤
zhàn
占

ɡuān
关

qiè
切

zhèn
振

lónɡ
聋

fā
发
kuì
聩

讨论：1.你相信专家的建议吗？我们应如何看待专家给出的建议？

2.你认为什么样的人可以被称为专家呢？请谈谈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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