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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又一个暑期来临，大量学生暂时告别校园。

但是，奥数班、兴趣班、高考冲刺班、证书保过

班等形形色色的辅导班顿时活跃起来。暑期经济

的持续升温，令假期演变成令学生无奈而忙碌的

“第三学期”。

所谓几家欢喜几家愁，一些校内企业的门庭冷

落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因为学生放假，校园内的很

多食品店、文具店几乎没有生意，只能关门歇业。

校内店铺：经营惨淡

李老板在清华学生区开了一家理发店。他告诉

《中国贸易报》记者：“平常生意火的时候，一天的营

业收入能超过 800 元。除去人工、水电、美发用品、店

铺租金等成本，收入还算可以。”对他来说，学生放暑

假的两个月是最难熬的。每到暑假，他都会纠结于

是否开门营业。

虽 然 暑 假 生 意 惨 淡 ，但 房 租 仍 然 要 交 ，如 果

关 门 更 赔 本 。 所 以 他 让 几 个 员 工 休 假 ，自 己 留

守。李老板很无奈地说：“ 这样做，起码能省去人

工费，现在每天的顾客很少，一个人就能应付，勉

强保证收支平衡吧。”

饭 店 也 同 样 冷 清 。 山 东 省 济 南 市 长 清 大 学

园 区 商 业 街 平 日 里 人 声 鼎 沸 ，但 在 暑 假 ，整 条

商 业 街 冷 冷 清 清 ，大 多 数 饭 店 都 关 着 门 。 几 家

饭 店 虽 然 挂 出“ 暑 假 照 常 营 业 ”的 招 牌 ，但 门 庭

冷 落 。

中午 12 点，在一家快餐连锁店里，只有屈指可数

的 6 个人在就餐。“平时这个时间，到店内吃饭的学

生要排队，店里早就被坐满了。”店员说，餐饮业主要

靠人气，学生们以前三五成群一起来聚餐，饭店当然

盈利了，老板还会发给他奖金。但现在大多数人都

回家了，少数留校学生直接到学校食堂吃饭，饭店的

生意也就难做了。

来自长清大学城商业街工商部门的数据显示，

目前这里九成店铺选择了歇业或半歇业，暑假两个

月，整条商业街将减少收入约 2000 万元。

校外风景：红红火火

与此同时，与学生相关的校外企业却赚得盆满

钵满。

7 月 7 日，记者在北京某大中电器卖场发现，笔

记本电脑都推出了优惠价格，购买品牌电脑有大礼

相送的促销海报随处可见。销售人员告诉记者：“暑

期促销已经开始了，现在就是促销价，但这只是开

始，过几天还会有新的促销活动。”

在 网 站 上，“ 电 脑 大 团 购”等 促 销 活 动 比 比 皆

是。据一家电脑专卖店销售人员介绍，从今年 6 月

至今，电脑、手机等学习型产品的销量普遍比 5 月份

有了明显增长，多数购买者都是学生家长。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张

波很自豪地告诉记者：“我的孩子考上了大学，刚给

孩子买了笔记本电脑、手机和数码相机作为奖励。

同事也是这样奖励孩子的。大学生好像都有电脑，

手机便于联系，这些都得买。为了给孩子提供更好

的学习条件，这些花销都值得。”

与数码产品热销相对应的是补习班和培训班的

长盛不衰。早在放暑假前，各类暑期补习班和培训

班的信息就已铺天盖地。在大学或中学的海报上都

能看到办班广告，外语、计算机、数学、柔道、少林功

夫等等，每期收费数百数千元不等。英语班收费较

高，如有外籍教师执教，价格可能飙升至万元。

张波笑着说，在某种程度上，暑假培训班就是在

考验家长的财力，家长们是痛并无奈着“烧钱”，商家

们却是乐此不疲。

与“假日经济”相比，“暑假经济”有其特定的消费群体，主要以学生、家长和教师为主，同时本身涵

盖更为丰富的内容，除了休闲旅游，它还可以包括购物消费、娱乐聚会、培训经济、图书市场，以及假期

的打工现象。

“暑假经济”在当前社会还未被普遍重视，也没有相关经济学者或社会学者对这一现象进行专门的

解读和深入系统的研究，但不可否认的是，“暑假经济”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正在扩大，进而影

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聪明的商家，何不紧紧抓住这段前后持续 3 个月的假期时间，提前准备，铆

足干劲，争取分得暑假市场一杯羹？

不过，想要赚学生的钱，也要赚得有意义一些才是。例如，现在的暑期培训市场已经刮起一股“务

实风”。随着大学生就业压力增大，如今，不少高中毕业生在选择好大学专业后，就开始忙着“充电”，加

强学习与专业相关的课程，旨在多掌握一门技能，提升自我，为大学学习打下基础。所以，商家在大打

促销牌的同时，也要不断挖掘消费新亮点，既给学生们减压、放松和自我提升提供新选择，也为自己开

辟新的“掘金”路线。

美国：做义工

从 5 月中下旬一直到 8 月下旬，是美国一年中最长的暑假。美国公立学校规定：学生在高中毕业前必

须完成规定的社区服务，所以假期是学生做义工的好时机。

露茜的暑期生活便是这样安排的。美国法律规定，做医院义工必须年满 14 岁。露茜居住在新泽西里

奥尼亚镇，今年 14 岁。所以，露茜去年只能在里奥尼亚镇图书馆做义工，给年纪更小的孩子们读书、讲故

事。但今年暑假，除了做义工外，周一到周五，露茜还要到附近的李堡镇婴儿护理中心打工，每周 20 个小

时，主要是给护理人员做助理，逗小孩子玩耍，给他们喂食、读书等。除了社会实践，露茜还会参加学校的

网球队训练，练习摄影和绘画，据说她的作品水平不低，曾在当地社区学院展出过。

马来西亚：参加制服团体

参加制服团体是马来西亚学生度过假期的常见方式。男生和女生可以自愿参加童子军、少年警察、少

年军等等，主要学习爬山、野外生存、急救等技能。制服团体在马来西亚是非常重要的组织，因为它能影响

马来西亚学生的升学和就业，如果学生的成绩不是很好，可以通过完成制服团体规定的技能考试来给自己

加分，如果在制服团体中表现优秀，很多大学都会抢着要。

所以，在马来西亚，参加制服团体的学生数量众多，但它不是让你短时间内完成所有考核，而是从升入初

中开始，一直持续好几年，每个假期考核一到两项。所以，马来西亚学生的急救知识储备、自理能力、野外生存

能力都比较强。另外，马来西亚的家长为了让孩子葆有童趣，很少让孩子在假期参加补习班或者特长班。

泰国：乐衷文娱活动

泰国的暑假大约持续两个半月。为了让学生的假期生活过得更加充实，泰国有关政府部门设有长期性

的学生假期活动。这些有意义的活动每年都会吸引各年龄段学生踊跃参加。例如泰国文化委员会在国家文

化中心设立的泰国青少年乐队计划，每年在放假期间组织学生交响乐队和管弦乐队等进行音乐演奏培训。

据了解，泰国不少社会团体组织学生们利用假期前往海滨、国家森林保护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地参观

学习；或者组织学生们参加歌舞、烹饪、游泳及其他体育活动的知识和技能培训。目前，英语、中文等语言

培训班也越来越多。

“小微企业生存调查”系列报道之四—— 编者按：暑假催生了暑假经济，忙透了家长，累垮

了学生，乐坏了商家，拉动了消费。从文具用品到体育

用品，从数码产品到培训机构，校外企业赚得盆满钵

满。暑假经济考验着家长的财力与精力，上演着一幕

幕“烧钱”嘉年华。

与此同时，学生放假，带走了人气，在空荡荡的校

园里，在校内经营的小老板正为歇业还是坚守而纠结

着，即便有坚守的，也是门庭冷落车马稀。

央企多成行业翘楚 人才都往国企挤

今年 2 月的一天，美国圣地亚哥会展中心，世界

手工焊接全球大赛正在紧张进行。26 岁的中国姑娘

付春艳第七个出场，仅用 51 分 36 秒就完成了任务。

然后，她和领队悄悄爬上二楼去欣赏异域风景。

付春艳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参赛的，没想过能独

占鳌头。因此，在宣布冠军时，主持人用嘹亮的嗓

音喊出了“Fu Chunyan，China”，她开始还以为听错

了。当付春艳走进颁奖现场时，国际电子工业联接

协会总裁捧着奖杯，笑容满面地走过来，亲自为她

颁奖祝贺。

这虽是意外之喜，但又在情理之中。付春艳后来

总结说，这份成功，除了源于自己的兴趣和努力外，

“是北信公司这棵大树滋养了我，把我送到更靠近太

阳的地方”。

这倒并非虚词。付春艳所在的北信公司隶属于

中央企业中国通号集团，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高铁安全

控制信号服务商，至今仍拥有国际领先的电子装联生

产线和钣金柔性加工生产线。正是在这些生产线上，

付春艳练就了一骑绝尘的技艺。

付春艳只是国企职工的一个缩影。过去 10 年间，

以中央企业为代表的国有企业迅速发展，以骄人业绩演

绎了“大象快跑”的故事。117 家央企，绝大多数成为行

业翘楚，不少央企进入了全球行业 10 强。2012 年，54 家

国有企业进入全球财富 500 强，最高排位第五名。企业

的快速发展有赖于人才的积聚，同时又为人才成长提供

了巨大空间。“说起国企的成绩，人们总会拿起财务报表

给你算账，利润增长多少，资产翻了几倍，这些当然很

重要，但是不要忽略人的变化，那才是最珍贵的。”清华

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说，人才建设是国企得以

崛起的重要推动力，其贡献不亚于体制的改革。

“几年前，国企还是大家逃出之地，人们高呼国企

面临人才危机，可现在呢，人才都往国企挤，有些‘逃’

出去的又回来了，为什么？除了安定感外，就是工作

平台。你在那里有挑大梁的机会，也有接触世界上最

前沿技术的机会。”他说。

胡鞍钢的话在陈久霖身上得到某种验证。这位

“中航油事件”的悲情主角，出狱后有很多民企、外企

向他抛来橄榄枝，然而他还是选择了去国企——中国

葛洲坝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在回答为何如此选

择时，他说，央企在决策机制、领导人选拔和风险控制

上，尽管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比较而言，还是要规范

一点，更重要的是“那里有我的平台，也有发挥空间”。

中智管理咨询中心的一项研究也表明，2008 年金

融危机以后，国企岗位的竞争力已经超过了外企。

事实上，在本世纪之初，国企还面临着严重的人才

危机。当时的一项调查显示，国企科技人才引入和流

出的比例为 1∶0.71。其中，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国企人

才流失现象最为严重，引入与流出的比例为 1∶0.89。究

其原因，既是薪资水平缺乏竞争力所致，更是论资排

辈、大锅饭体制作祟。

中国通号集团董事长周志亮对当时国企人的“怪

状态”有这样一番描述：有一种人是平平安安占位子，忙

忙碌碌装样子，疲疲沓沓混日子，年年都是老样子；还有

一种人是忽悠耍滑，哼哼哈哈，不干实事，没有真本事，

遇到问题躲、闪、推，领导召见不见一计，同级商量不见

一词，下属请示不发一声。他说：“这样的干部有何用？”

2003 年，国务院国资委成立，第一任主任李荣融

就立志改变上述状况。他烧的“头一把火”是设立公

开选聘人才试点。那一年，头三批共有 53 家中央企业

的 55 个高级管理岗位面向海内外招聘。英雄不问出

处，用人不拘一格。重学历不唯学历，有能者皆可居

之。此举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时论以为，此举“打

开了央企市场化配置人才的大门”。

自那以后，中央企业的市场化选聘工作力度日渐

加大。2004 年，国资委专门印发了《中央企业公开招

聘经营管理者工作指南》、《中央企业内部竞争上岗工

作指南》。中央企业通过公开招聘、竞争上岗等市场

化方式选聘各级经营管理人才成为常态。

与此同时，中央企业开始坚持业绩导向和市场化

改革方向，推动中央企业逐级建立以经营业绩考核为

基础、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相结合的激励机制。从规

范收入分配入手，通过健全薪酬制度、强化业绩考核，

使各级人员的薪酬水平与岗位业绩考核结果紧密挂

钩，实现了业绩升、薪酬升，业绩降、薪酬降。

“建设世界一流企业，需要世界一流人才。栽好梧

桐树，引得凤凰来。关键是建好人才成长的高速公路，

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创造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优

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制度环境。”李荣融说，国企既要为

每一个股东创造价值，也要为每一个员工提供舞台。

不过，一位思想家曾如此感叹：“追求梦想的人啊，

你已经付出，必将付出更多！”此言对央企人才强企战

略来说颇为精准。尽管国企在人才建设上取得了不少

成绩，也吸纳培养了众多人才，但是仍然前路漫漫。

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在谈及国企改革时说，国企除

了董事会的运行机制还不完善，国资监管机构、董事

会、经理层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理顺外，经营者管理制

度未能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企业经营者的行政化管理

色彩重等问题依然存在，尤其缺乏市场化退出通道；

一些企业内部市场化选人用人和激励约束机制还没

有真正形成。

按照陈久霖的说法，做企业和当官是有差别的，

不应该把国企当作官场来经营！

的确，此时还不是喝庆功酒的时候，此时是再加

把劲的时候。

目标已经摆在那里：到 2020 年，中央企业要重点

培养造就 100 名左右战略企业家，复合型党群工作者

达到 95%以上，国家级和集团公司级科技人才从目前

的 3.4 万人增加到 8 万人以上，技师、高级技师占技能

人才的比例从目前的 5.4%提高到 9%以上；国际化人

才在 2010 年 0.75 万人的基础上翻两番。

■ 董 伟

暑假经济 几家欢喜几家愁
■ 本报记者 陶海青

他山之石

务实风不碍掘金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