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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看点

技工难招，熟练工难留

中小企业用工

“饥渴难耐”
文/片 本报记者 李倩

济宁市相关部门摸底调查显示，

截至9月28日，全市中小企业工人需求
5 . 1万人、满足条件工人仅2 . 3万人，缺
口达2 . 8万人，比上月增加12 . 4%，与去
年同比增加63 . 7%，用工缺口主要集中
在机械加工、服装纺织、食品加工等劳
动密集型行业。

济宁市中小企业相关负责人表
示，去年以来，中小企业产能复苏，用

工需求明显增加，加上中小企业工资
水平普遍偏低以及就业多向分流是中
小企业用工缺口的主要原因。

由于用工缺口，不少企业设备闲置。

“这个车间是今年厂子新上的一个

项目，再招40个人也不多。”任城开发
区某机械公司陈经理开门见山地告诉

记者，现在的用工缺口近50%。

“原本三班倒的流水线，现在只能

是一班人干。很多货单都不敢接，很多

机床都空着，不是放着钱不去挣，而是
太缺人手。” 陈经理指着车间内闲置

的几台机床说，目前机械行业缺工比较

严重，尤其是缺少熟练的车床工和焊

工。

记者在现场看到，偌大的车间内仅

有几个工人在操作，车间内的五台机床

也仅有两台操作使用。隔壁的焊工车间

内，几名年轻的技术工人围着一个看上
去较年长的熟练技工请教。

陈经理说，现在技工难招，熟练工

难留。为了能解决厂里人手紧的难题，

他没少费脑子。每周两次派专人跑人才

市场招聘，但是效果并不是很好，“一次

从技校招了50人，培养了半年刚能干

活了，最后只留下4个。加上同行之间

的竞争，熟练工就更难招了。”为了能留

下熟练工，公司专门建了餐厅，为稳定

员工的出勤率，还设立了出勤奖计入基

本工资，只要工作半年就给办五险。即

使这样，一些大型企业只要给出极具吸
引力的工资待遇，就能轻松将这些人才

“挖走”。

“我们公司1-8月就损失600万元

订单，为了招到人，今年又进行了两次

大幅提薪，光这一项就增加成本150多

万元。”曲阜市舜鑫工艺品公司相关负

责人感叹，为了招工，企业还投资改善
了工人食堂、宿舍等生活设施条件，提

高企业吸引力、凝聚力。

每周两次派人去招聘

一家机械企业的负责人表示，目前

机械行业缺工是普遍现象，由于观念问
题，技工本身人就少，而培养一个熟练

工需要3-5年的时间，技术工出现了断

层。另外一些技校培养的学生理论性

强，去企业实践机会有限，几个人观摩

一台机器，缺少实践造成机器的损毁，

也增加了企业的用人成本。

再就是培养多年的熟练工跳槽频
繁。他前几年重点培养的几个人才最后

留下的只有1人，其余的全去了大城市
或被大企业挖走了，“上个月秋收农忙

也是一个原因，很多工人都请假回家干

农活了，这个月才陆续回来。”

“我们企业发展10多年，效益一直

上不去。”一家出口加工企业的老板说，

他们做出口饰品工艺比较简单，用工量

大，属于季节性生产，很多员工都是兼

职工，行业低价竞争很厉害，关键是企
业管理水平低，产品更新换代慢，附加

值低，企业效益上不去。

“中小企业用工需求大，工资水平
普遍偏低，以及就业多向分流是中小企

业用工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济宁市

中小企业局相关负责人说，在人力市

场，求职者受就业观念影响，不愿到中

小企业工作；企业不愿承担工人培训成

本，希望招收熟练技工。

受此影响，人才市场供应结构性不
足明显。此外，用工途径多样化，就业多

向分流也是一部分原因。受农副产品价

格上涨等因素影响，部分农村劳动力认

为外出打工不合算，选择留村务农。各

地城市化建设速度加快，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房地产开发、三产服务业等行业

吸收了大量人力资源。济宁作为劳务输

出大市，很多县市每年都有10多万人

到国外或沿海发达城市打工。

企业竞争加剧，也是造成工人流动

性增强的原因。随着金融危机影响渐趋

减缓和国内经济好转，各类企业产能复

苏，效益明显好转，用工需求增加，但用

工紧缺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企业间争

抢工人现象加剧。部分有实力大型企业

提高工资待遇招聘熟练技术工人，致使

中小企业熟练工流失严重。

机械行业缺工是普遍现象

“企业缺工影响了正常生产经营，

使得企业生产紧张，工人劳动强度增

加，如期交货压力增强，部分企业甚至

被迫放弃订单。为缓解中小企业用工

紧张状况，我们已向市政府提出建

议。”济宁市中小企业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建议建立人力市场预警机制，

引导双方合理分流，在提供用工双方
信息和交流平台的基础上，跟踪掌握
行业、园区、企业用工需求、短缺情况，

分析求职者数量和结构变化，及时发布

劳动力供求趋势和预警信息，有序引导

劳动力流向。

同时，加强劳动监察执法，规范企
业用工行为。引导用人单位改善工作环

境、提高工资待遇、稳定就业岗位。此

外，还支持企业开展技能培训，提高员

工综合素质。建议在企业自筹学费的基

础上，政府给予适当补贴，支持中小企
业单独或联合技校、职校等单位开展短

期职业技能培训，培养熟练技术工人、

技师，提高劳动者整体素质。

建议建人力市场预警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