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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央企负责人降薪的事儿
成了社会各界关注的话题，矛盾焦
点集中在规范待遇和职务消费这两
方面。

“我在公司工作多年，根本不知
道公司领导年薪多少，也不知道他
们的薪酬结构，甚至部门主任的薪
水也摸不准。”一位央企派驻山东的
员工坦言。

这位央企员工所言非虚。在国
有企业特别是央企，实行的是保密
工资，除非关系好，同级别的同事间
也不见得能知道对方挣多少，更别
说公司负责人的了。

由保密工资牵出的一个问题就
是，央企负责人的薪酬体系不透明。
目前，公众所知道的央企一把手的
薪酬，基本是靠上市公司的披露得
知的。

除此之外，还有诸多“职务消
费”。华润前董事长宋林出事后，媒
体挖出宋林常在香港华润总部宴会
厅宴请政商权贵，豪吃极品鲍鱼、冬
虫草炖汤，豪饮8万至12万元一瓶的
顶级红酒。像公务用车和业务招待，
占到职务消费大头。以A股252家国
有背景的上市公司为例，仅2012年
年报公开的招待费就达65 . 25亿元。

谈到降薪，记者熟识的几位央
企驻鲁公司有关负责人在公司是处
级干部，每年发到手里的工资和奖
金合计起来也就25万元。“按照中央
规定降薪30%算的话，以后我们拿
到手里的工资也就15万元左右。在
济南这样的城市，这个水平的收入
能保证我们不为生存发愁。”上述一
位人士说。

不过，上述这位人士所在的公
司，处级以上的干部吃穿住行用基本
上由公司提供。当然这些福利普通员
工也能享受得到，只是高低有别。

应该说，央企因为有官方背景，
负责人在企业工作多年，积累了丰富
资源，一旦他们因为薪酬下降跳槽，
那么这块损失对企业来讲不可小觑。

“每年，我们这里都会有员工流
失到同行业的民企去，他们看重的
就是经验和资源，那些民企给的待
遇比这里高很多。”日照一位央企公
司的负责人说，现在，听说央企要降
薪，当地一些民营企业都蠢蠢欲动，
主动到公司来挖人。

在央企薪酬改革中，要区别对
待的一个问题是不同行业的收入、
同行业不同产业链的收入。虽然央
企大多从事的是垄断性经营行业，
但是行业间的差距仍然很大。

一位在央企从事财务工作的朋
友说，在他们这个行业的上游产业，
员工收入比下游高5倍，而他的工
资，只是公司领导的1/3。

这种差距在行业比对中更明显。
一份权威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行业
工资差距高达3000%，而世界平均水
平为70%。石油、电力、烟草、金融和相
关利益体的灰色收益更加剧了这个
巨大鸿沟。这种两极分化在金融业表
现得尤为明显，一家上市的金融公
司，国有控股，其高管属于国企派驻，
体制内人士，其年收入接近千万元。

那么，如何准确判断央企负责
人降薪问题，财经评论家叶檀认为，
要在国企内部建立正确的薪酬激励
机制，最重要的是取消垄断红利与
身份红利。在考核薪酬时，以全球相
同产业、相近经济体的薪酬作为参
照系，才能得出大致的结果。如果高
管与员工身份为公务员，则应坚决
列入公务员序列。同时获得身份保
障与企业优厚薪酬是对企业薪酬体
制最大的败坏。

5月份的时候，吴晓波在一次会
议上，进行了一番题为《把世界交
给80后》的演讲，文章的大意是：80

后不但成为创业的主力，同时还是
消费的主力，而80后的使命，就是把
老家伙们“干掉”，建立自己的商业
王国。

其实80后，包括90后，不仅是创
业的主力和消费的主力，还是目前
市场上劳动力的主体。这代人，不
光通过创新来改变这个世界，而且
是从最基本的物质诉求，来影响这
个世界。

前几天采访济南的两个小企
业主，他们都是80后，应该就是吴晓
波说的创业的主力。这两位都是干
汽配的，乍听起来挺土，但在这两
位80后眼里，这个行业出现了人才
断层，他们的使命就是把这个行业
与互联网整合。

这两位同时谈到一个问题，他
们是80后，他们的员工也是80后和
90后。对于手下的员工，他们的共同
感受是：不好管。但这两位80后老板
对80后和90后员工不好管的认识，
和目前主流的管理层，即50后、60

后、70后人群的认识截然不同。
50后、60后人群认为，80后、90

后人群不好管，是因为这些人不能
吃苦耐劳，还没干活就开始提条
件。但上述两位80后老板不这么看。
他们认为，80后劳动力的诉求，基本
都是合法合理的要求，不存在过分
的要求，也和道德无关。

其中一位向我讲了两个案例，
一家小微企业招了一个员工，90后，
结果干了一天就不干了，原因很简
单，离家有点远。从经济学的术语
说，工作带给他的效用综合来看并
不高。

另一个案例是，一个小微企业
老板招了一名90后员工，用了一个
月，感觉很不错，准备提拔重用，但
这个员工却提出辞职了。原因也很
简单，在一次干活的交流中，老板
没有对员工表示尊重。这个理由，
在50后、60后人群看来有点不可理
解，但在80后管理层看来很正常。无
论他们怎么认识，他们必须接受这
个现实。

这两个案例说明，以80后为主
体的劳动力市场较之前发生了很
大变化。说穿了，以前的人找工作，
看的是生存权，现在的人找工作，
看重的是人权。

以前有份稳定的工作，每个月
有稳定进账、勤勤恳恳、老老实实，
一干一辈子，能养家糊口就是一件
很幸福的事；而现在，离家远不远、
办公环境怎么样、有没有空调、能
不能缴五险一金、国家法定节假日
能否正常休息，都是这代人在找工
作时考虑的主要问题。

这个变化，也说明了中国社会
的发展进步，只不过是通过80后、90

后人群表现出来了，这主要是因为
这个群体，不仅善于运用网络等新
工具，而且善于表达，所以他们就
代表了这个时代，被命名为“后”。

前不久，张瑞敏有个演讲，核
心是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
企业。这话说得何其精辟，因此，在
目前80后、90后为主的劳动力市场
下，如果转不过这个弯，企业就没
人才补充，那所有的事情就无从谈
起了。企业只有随着时代走，才能
有所成就，否则，小的立刻就完；大
的，就拿着老脸撑一撑吧。

日前，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召开
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注意到律师
行业里新出现的一种“职业流动”。

这家律师事务所刚在四板市
场上挂牌融资5000万元，其中一部
分要被用作股权激励，通过内部定
向融资的方式，实现律所内人人持
股。

这家律所的一位高管解释称，
律师这个行业人才流动性大，超过
100人的团队会出现大进大出的问
题，为了稳定军心，这家律所才做
了第一个“吃螃蟹”的。言谈间，他
透露，包括很多法院系统的官员，
都被他们这里的灵活机制吸引，转
行到他们这里做律师。

就这个律所而言，今年初到现
在就吸引了三位法院系统的官员
跳槽过来，其中，级别最高的是局
级干部。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些跳
槽过来的官员，并非是临到退休赋
闲职的，而是正当盛年。

就仕途升迁过程而言，从一个
最普通的科员，奋斗到局级干部，
一般得有个一二十年的历练。这些
政法系统的官员为何放弃奋斗多
年的仕途，跳槽到律所？

再问下去，原来法官跳槽到律
所，并非这家律所独有。虽然法官转
型当律师以前也有，但从去年开始，
在律师这个行业里，出现了很多这
样的“新鲜血液”，书记员、普通文员
去规模一般的律所；大的律所更青
睐级别高的官员。在北京，全国人大
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原副局长黄力
群于2013年10月辞职，加盟北京一家
律师事务所。就上面提到的这家律
所，引进来的一位处级干部，一过来
就拥有了合伙人身份，薪酬完全市
场化，不光年薪比在原来的法院高
了好几倍，而且还有丰厚的分红。即
便是普通的书记员跳槽到律所，薪
酬也比原来翻了一番。

细究起来，政法系统的公务员
为什么喜欢转型当律师，一是“专
业”相近，政法系统的公务员，大多
是各大名校法律系毕业生，通过激
烈的公考考上国家公务员的，一般
都通过了专业司法考试，跳槽到律
所，算是同行业流动；另外，这些曾
经的政法系统的公务员谙熟法院体
系的运作、心理、价值判断，人脉资
源深厚，做律师后，这样的职场经历
会成为非常显著的“职业优势”。

更重要的一点是，随着反腐持续
深入，“官员”已被视为一种高危职
业，而且体制内的一些痼疾不改革，
身在其中很难独善其身，更加重了这
些官员的职业高危感，在律所丰厚待
遇吸引下，跳槽也就顺理成章了。

出现在律师行业的这股职业
流动，正好生动地诠释了现下出现
的官员又一次“下海潮”。本人倒是
乐见其成。正所谓此消彼长，当权
力寻租的空间越来越小时，势必是
市场盈利能力的空间越大，人们对
市场创富能力的追求，使得他们不
再羡慕体制内的那点微薄的薪酬
和权力租金，而是愿意在市场的大
潮中去施展才华、创造财富、实现
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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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5%利润率

实体经济有多难

□马绍栋

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当下，关于
实体经济压力大的讨论再次弥漫
舆论界。然而，与一个个下滑的指
标，一串串单纯的统计数字比，来
自一线企业的声音恐怕最具说服
力。

山东是实体经济大省，尤其是
制造业基础雄厚，聚集在该领域的
企业量大面广，就记者近期走访的
几家来看，企业的经营效益、老板
持续经营的信心、企业发展所需的
环境均值得反思。

“实话实说，我们利润率能到
10%，这在今年行业面临较大困难
的情况下已经非常不易了。” 胶
东一家大型轮胎企业总裁向记者
坦承，前几年，轮胎行业爆发式增
长集聚下的产能过剩问题在当前
经济困难期集中发威，导致整个行
业利润率持续走低，尤其一些厮杀
惨烈、充分竞争的轮胎品种，企业
几乎就是在煎熬中苦撑。“数据都
是明摆着的，目前轮胎类上市公司
中，平均利润率仅仅在5%左右。我
们之所以高，也是因为早些年提前
转型技术含量更高的品种，进入了
利润相对高一点的蓝海市场。”

除了行业竞争问题，近些年日
益严苛的环保标准同样成为轮胎
行业发展绕不过去的台阶。轮胎在
加工过程中的橡胶密炼、硫化等环
节产生的废料、气味等污染一直饱
受质疑。在节能环保理念深入人心
的当下，对企业来说，清洁生产是
刚性选项，必须解决，而实际操作
中却颇为值得玩味。上述企业负责
人透露，为适应政府环保检查，他
们上了一套政府推荐的硫处理设
备，可由于企业自身发展较快，这
套设备明显不能满足需要，排放依
然不达标。为此他们自己又投入巨
资研发了一套适应本企业现状的
设备。“两套设备同时运转，你还不
能拆，累计成本花了上千万，只能
企业自己承担。”

而在威海一家离合器生产企
业，老板最受折磨的是企业羸弱的
财务状况。作为给整车厂配套的制
造型中小企业，该企业凭借多年的
客户积累，订单并不紧张，但银行
等金融机构每次给企业的贷款都
上浮40%甚至50%，还时不时以资金
紧张为由提前收贷。“企业利润率
只有5%不到，为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基本每年都要进行设备改造，没有
几千万下不来，这样一来挣的钱还
完贷款、换完设备、再发发工资基本
就剩不下什么了。”这个老板感叹
说，明知道这样做不挣钱但又没办
法，因为如果不进行技改，成本更
高，企业连正常运转都难。

9月1日，汇丰公布数据显示，
中国8月汇丰制造业PMI终值50 . 2，
创三个月新低，这表明企业生产、
新订单、采购量及企业经理信心仍
有待提升。众所周知，实体经济是
国民经济的核心支撑，有鉴于此，
下半年经济回暖仍面临较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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