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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徐 淼 霍玉菡 杨 颖 魏小央

继去年美国工厂搬离中国后，德国企业也终于坐不住了。

德国玩具工业协会日前表示，近年来，由于劳动力紧缺及

原材料和能源价格不断上涨，不少德国玩具生产企业在华生产

产品的成本不断提高，许多德国玩具生产商开始撤回生产线，

或将生产线转至欧洲其他国家。

众所周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一向被视作中国制造业

特殊的“比较优势”。曾经，中国借此吸引了数以万计的外国

企业到这里开疆扩土，可以说，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是支撑“中

国制造”的基础。如今，这种优势日渐消失，不少外国企业也

纷纷调头离去。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让中国失去了劳动力

优势？

我们先来看一组数字，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显示，美国制

造业工人年均工资达 6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37.73 万元)。而在德

国，一个全职工人年均工资(不包括奖金)约为 4 万欧元(约合人

民币 32.92 万元)。相比之下，中国农民工 3.6 万元左右的平均年

薪确实“性价比”很高。

但我们没能笑到最后，在孟加拉国、印度以及越南等新兴劳

动力优势国家面前，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优势黯然失色。据日本贸

易振兴机构此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2009 年，日商支付给

中国工人的平均工资约为每年 4000 美元，在越南，这一成本约为

2000 美元，而在孟加拉国只需要 1000 美元。时至今日，这一差距

仍在进一步拉大。甚至在俄罗斯的莫斯科，工人的年均工资也仅

为5.11万卢布（约合人民币10294元）。

如今，用工荒问题又一次被摆上台面，中国还有多少人口

红利？可以想象，不久之后，人口红利的枯竭将使中国经济面

临一个坎，到那时，廉价劳动力将成为昔日记忆。中国人也会

活得相当疲惫，面临沉重的上有老，下有小的赡养负担，必须精

打细算，才能还得上住房、汽车和其余的一大堆账单。

当然，眼下，我们也不必过于恐慌。事实证明，只有在资本

和技术优势尚未形成增长支撑点之前，过早地失去人力资源和

自然资源的支撑，国家才会陷入经济增长困局。现在，发展中

的中国虽然正在不断远离人口红利时代，劳动力价格上涨的趋

势也愈发明显，但还是有很多国际产业在向中国转移。目前，

中国的人力资源优势仍然存在，月最低工资也处于较低水平，

劳动力成本竞争优势尤其是区域成本差异优势，都在一定程度

上仍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中国应抓住这一契机，在转变增长方式、创造新的增长点

的同时，充分利用这段缓冲时间，最大程度地发挥现有人口红

利的价值，同时要继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争取在人口红利消

失之前，找到新的经济支撑点。

劳动力优势渐失 中国该怎么办？

一边是点餐近半小时的客人看着空空如也的桌面翘首以

盼，一边是老板吆喝着为数不多的伙计忙活得热火朝天。春节

过后，记者在北京某个体饭馆看到了这番景象。餐馆老板对记

者表示，每到过年的时候，最令他们头疼的就是人员紧缺问题，

年后尤为突出。“现在，服务员和后厨工人根本不够用，就算涨

钱人家也未必愿意来。而且，能招来的人也大多没什么经验，

对餐厅的工作流程不熟悉，不是不会切菜，就是忘了擦洗餐桌，

很多工作都得重新教。”老板略显无奈地说。

节后爆发用工荒，近年来已成为常态。而今年春节过后，

情况依然如此。由于农民工回城的热情普遍不高，劳动密集型

行业的招工难问题也就变得更加突出。

近日，湖北省就业局预计，今年春节前后，湖北省用工缺口

达 50 万至 60 万，广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预计珠三角节后缺

工人数将达到近 100 万，江浙等地目前也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招

工难问题。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金岩指出，今年的用工荒与往

年相比更具特点。“事实上，今年经济形势并不乐观，按照常理

来讲，应该不会出现大面积的用工荒问题。但是，由于很多项

目年前已经开工，所以，不少企业在春节后招工需求依然强

烈。”金岩说，“加之近年来制造业不断内迁，很多中西部企业与

东南部企业都存在用工缺口，农民工日渐走俏，并由此爆发了

一场‘抢人大战’，这也成为今年用工荒的一大特点。”

结构性短缺是主因

正月十五一过，农民工返岗高峰也随之到来。但是，今年

节后，用工形势不容乐观。

“建筑行业的用工荒将继续存在，电子加工行业也依然会缺

少工人，另外，服务行业的用工荒也会十分突出。”金岩指出，除了

一些外贸行业可能幸免之外，很多劳动密集型行业都存在巨大的

用工缺口，尤其是电子、家具、制衣、玩具等企业生产线上的普工

将变得更加抢手。此外，用工荒出现的重点地区主要是东部沿海

城市。越是经济发展快的地区，越容易成为用工荒的重灾区。

“当下，中国的用工荒问题主要是结构性短缺问题。而造

成中国工人结构性短缺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不平衡。”金岩

进一步解释道，“改革开放以来，为了谋求更好的出路，越来越

多的农民开始走出乡村到城市工作，他们从事的工作主要集中

在建筑业、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2000 年前后，这些农民

工主要流向东部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虽然近年来，随着中西

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惠农政策的颁布实施，在综合考虑薪

资待遇、物价水平、国家政策以及企业拖欠农民工薪资问题等

一系列因素后，东部沿海城市的诱惑力日渐式微，但是，中西部

地区的竞争优势也还不是非常明显。未来，经济发展不平衡问

题还将长期存在，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也会继续出现用口缺

口，徘徊在就近务工和外出打工间的农民工还将大量存在。”

农民工回流渐成趋势

“中国并不缺少工人。”在金岩看来，流失的农民工很大一

部分只是“回家”了。改革开放以来，外出打工在农村日渐流

行。很多农民在初中或高中毕业后，往往都会选择走出家门赚

钱。但近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进程不断加快，就近务工也越

来越具有吸引力，在综合考虑生活成本、家庭等因素后，在家打

工成为不少农民工的选择。

河南是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最多的省份，在这里，农

民工回流现象十分严重。曾经在苏州工业园打工的小黄和妻

子，今年春节后却选择继续留在家中。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

定，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夫妻俩刚刚有了孩子。“虽然在苏州能

挣到更多钱，但有了孩子就没法再住职工宿舍。苏州房租贵，

消费也高，相比之下，留在家中更有吸引力。”小黄告诉记者，

“另外，许多台资企业已经在家乡建设了工厂，给工人的待遇也

较为可观，综合考虑消费成本、路费花销等因素后，在家务工的

收入和去苏州打工差不多，甚至还有可能更高。”

近年来，在家务工开始成为这里的新时尚。据河南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进行的针对河南省劳务工就业意愿的最新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春节前从省外返回河南的劳务工比往年增

加了 20%，春节后不愿意继续到省外就业的劳务工比往年增加

了 15%，人数约为 180 万。与此相对应的是，河南的产业集聚区

目前已有 180 个。据了解，有七成劳务工春节后选择“足不出

省”就业。

而在重庆，去年全年，就有 38.5 万农民工返乡就业。随着

当地经济的不断发展，重庆市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日益增强，每

年至少新增就业岗位 60 万个。越来越多的当地农民工不用再

“孔雀东南飞”，承受迁徙之苦。

如今，随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国家战略深

入实施，越来越多的区域经济中心开始出现在中国的经济版图

上，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开始在这些地区兴建工厂。据了解，近

几年，富士康公司就在郑州、重庆等多个内陆城市建设了工厂，

吸纳了许多当地的劳动力。专家指出，有了更多在家门口就业

的机会，很多农民工便不愿再背井离乡，远足务工。金岩认为，

近年来，农民工不断回流也是政府经济结构调整发生作用的结

果。东部和中西部的经济结构正朝着一个良性的方向迈进。

用“心”赢得“抢人大战”

专家分析，尽管农民工回流为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赢得了更多

人力资源，但由于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多东南部企业还存在

大量用工缺口，由用工荒引发的“抢人大战”将更频繁地出现。

据媒体报道，近来，在东部的上海、浙江，一些用工企业开着

长途大巴奔赴安徽、河南、湖北等地，到家门口接农民工回来；而

在中西部的江西、重庆，当地的官员在春节期间也有一项特殊任

务，那就是设法让那些回家过年的农民工留下来。以前人头攒

动、求职者众多的各地劳动力市场现在却是招聘者众，应聘者寥

寥，不少劳动密集型企业承受着用工荒带来的巨大压力。

其实，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用工荒现象并不奇

怪。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日本也曾经出现过类似情况。当时，

日本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约为 50%，产业工人的短缺

使日本制造业依靠廉价劳动力增长的模式走到了尽头。为此，

日本采取扩大设备投资、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等方

法，最终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而在中国，一般来讲，季节性用工荒大多持续到春节过后

的两个月左右。之后，学生开始实习，农民工基本回城工作，情

况就会开始好转。金岩认为，企业要想避免春节后的用工荒必

须在节前做好准备。据他介绍，建筑安装行业的企业一般都会

在节前就把来年工人的人数和名额定下来，预先谈好年后工作

的相关事宜，以保证施工顺利进行。事先预防是解决季节性用

工荒最好的方法。

而对于如何缓解长期性用工荒问题，金岩也表示，政府应

该发挥导向作用，出台更多相关政策，加大各项保障力度，企

业则要用“心”把农民工留住。“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农民工

受教育程度的逐渐提高，农民工对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单

纯依靠薪酬优势吸引劳动力的时代已经日渐远去，只有用‘心

’让农民工感受到家的温暖才能把他们留住。”金岩说，“此外，

企业要不断更新技术，尤其是那些过分依赖劳动力的企业，可

以尝试逐渐用机器化代替人工操作，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缓解用

工压力。”

编者按：正月十五刚过，多地即出现“惯性用工脱节”状况，只是，今年的用工荒问题似乎比往年

更为严重，已经从沿海城市蔓延到民工输出大省四川、湖南、广西等地。

在农民工招聘会现场，往往能看到与严肃紧张的大学生招聘会不同的景象——打扮随意的应聘

者“带着老婆、拉着孩子、聊着天儿、嗑着瓜子”，还能抽空“货比多家”，一副“稳坐钓鱼台”的姿态，似

乎并不急于把自己推销出去，而招聘企业只能在一旁干着急。

打工者不愿再做“候鸟” 企业用“心”把人留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