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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指定到富士康实习”

是权力变相私有化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河南省教育厅9月6日
下发通知，要求河南省中职
高职学校组织、动员学生去
深圳富士康顶岗实习，以保
证富士康集团正式落户河
南，年内批量投产后有充足
的高素质员工队伍。随后，

部分学生向媒体反映，所在
学校强制他们前往富士康
实习，并以不发毕业证或退
学相威胁。

继员工“连跳”事件之
后，富士康的用工模式再度
引起媒体关注，为富士康积
极组织劳动力的河南省教
育厅也受到了各方的质疑。

尽管河南省教育厅坚决否
认了“强制”之说，声称“有
可能有些学校图省事歪曲
政策”，试图以此推卸责任，

但是教育主管部门下发公
文指定为某个企业组织实
习生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

抛开学校强制与否不论，河
南省教育厅的行政行为已
经逾越了自己教育主管部
门的权力边界。

不可否认，河南作为农
业大省和人口大省，确实很
希望富士康这样的大型用
工企业能在当地落户扎根。

河南省教育厅下发的通知
中也明确提到了富士康落
户的意义，“对我省产业结
构调整、扩大就业将起到积
极的促进作用”。

有了这么一个立足全
省的“大局观”，河南省教育
厅才敢理直气壮地以红头
文件的形式，为富士康组织
实习生。

由行政部门发出的“动
员令”显然很受富士康欢
迎。通过教育厅组织，一方
面可以在生产旺季获得大
量的年轻廉价劳动力，而且
不需要支付社会保险费用，

到了生产淡季又可以轻易
地送回学校，不必支付经济
补偿。对于这个世界最大的
代工企业来说，这当然是非
常划算的用工模式。在“民工
荒”的背景下，社会各行业的
用工成本普遍增加，富士康
与行政部门联手，不仅挖掘
出了潜藏在职业学校中的
人力资源，也“盘活”了教育
部门的权力资源。这就是资
本的力量，为了追逐利润，

总有让人想不到的创意。

资本的扩张欲望，对权
力部门的定力形成了考
验——— 如何在劳动者和资
本之间寻找自己的准确位
置。无论怎样，一个服务社
会的政府部门不应该直接
插手劳动力市场，以大量低

廉的实习生干扰市场的劳
动力资源配置。不难想象，

手中有了充足的实习生资
源，富士康面对要求加薪的
员工就会多了几分底气，那
些原本就没有多少要价能
力的劳动力在市场上就会
变得更加廉价。这样的企业
在一个地方能带来多大的
福祉，值得思量。

政府部门急企业之所
急，想企业之所想，只抓经
济发展的效率，必然会忽视
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如果有
其他企业也要求河南省教
育厅组织实习生，想必不会
一一得到落实。这种“指定
实习”，只为某个企业或某个
人服务的行政行为，实质就
是权力变相私有化。我们现
在还不清楚这道“动员令”的
背后有没有牺牲学生权益、

中饱私囊的行为，即便利益

没有进入“私囊”，在用工市
场联手企业共同谋利的“公
家”也应该被严肃问责。

在市场经济中，我们不
仅要为资本套上笼头，也当
为权力划清边界。这一切都
有赖于法治。学校强制学
生，有悖法制要求；行政部
门权力越界，无所不为，与
法治社会格格不入。

什么都“低”的模式非国

民之福。

———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说，

中国如果按照目前的模式一直
发展，低收入，低福利，低保障，

对世界不好，对中国不好，这个
优势恐怕也就对一些寡头好。

精英热衷于“国考”，不是

国家之福。

——— 媒体评论认为，优秀的
工人与优秀的公务员，理应拥有
同样的社会对待，理应一样有尊
严、有幸福感，挤破头争夺的公
务员职位，是社会不公的体现。

职业经理人最重要的是
心态，就像打高尔夫一样。

——— 经历“学历门”风波
后，新华都集团总裁兼CEO

唐骏首次面对公众，他说职业

经理人最需要信任，其次是拥
有一颗感恩的心，再者要勇于
承担责任。

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只有

悲剧的象征意义。

——— 财经评论员叶檀认
为，此举使银行的房贷被控制
住了，但整个社会的开发融资
并没有减少，金融风险并没有
减少，金融杠杆并未因此缩短，

变相的高利贷反而越来越多。

□邵 晓

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

会向国家发改委、工信部正

式提交《关于逐步降低固定

电话基本月租费的建议》，

认为降低固定电话基本月

租费应该提上议程。其理由

是：电信服务的成本较以往

有了大幅度降低，而固定电

话的基本月租费和本地网

营业区内通话费长期实行的

是政府定价。(据10月12日《人

民日报》)

在经济学理论中，“租”

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一般而

言，“租”是指由于占有某种

特殊经济资源而带来的收

入。去工厂上班挣工资是由

于自己的劳动力资源而取得

收入，但这个收入不能算

“租”，而是叫“工资”，因为你

的劳动力资源并不特殊。但如

果是歌星上台演唱、拍广告挣

到了比你的工资多不知多少

倍的钱，这个收入里就有了

“租”的存在，因为明星所依

靠的资源是特殊的，并不是

人人都可以成为周杰伦、姚

明。

笔者曾经不理解，每个

月无论用不用电话都要付出

的这一部分费用为什么叫

“月租”，大家说，因为你占用

了人家的一个号码，占用一

个号码都要收费，号码这么

多，岂不是每个月白白地就

可以赚很多钱吗？后来才明

白，由于通讯运营商拥有了

垄断的力量，要想得到通讯

服务就要付出这种固定费

用。本来并不稀缺的号码，由

于垄断的原因，也成了收租

的根据。

专家的意见是：号码也

是一种资源(是否是稀缺资源

自有公论)，为了防止有些用

户占着号码不打电话，或是一

个人占用很多号码，所以要收

月租。这个意见是不正确的。

因为使用号码要买电话，难道

会有人花钱买了电话而不用

吗？月租的根源还是在于通

讯服务商的垄断力量。

具体地说，收取月租是

服务商的一种定价策略，经

济学叫“二步定价”，就像进

游乐场一样，进门要收门票，

去玩过山车要再买过山车的

票，去划船要再买划船的票。

如果只要一张门票，这张门

票就应该是里面各种项目收

费的和，而这样就会使不想

玩某些项目的游客不进游乐

场。分两步收费可以吸引更

多的人进来，而且经营者从

仅仅入场的游客身上就可以

收到钱。这也是一种“价格歧

视”，打电话时间越长，平均

通话成本就越低。

在经济学中，有一些产业

具有“自然垄断”的性质，如通

讯、水、电等产业。由一家经营

时，只需要铺设一套管网，由

多家经营则要重复建设，造成

效率损失。一般而言，政府要

做的就是在两者之间权衡，取

一个可以接受的中间地带。

水、电的网络铺设成本很高，

所以就一家独营，通讯的网络

铺设成本较低，所以就多家并

存。一家独大时，需要政府进

行管制，改变价格要开听证

会。而多家并存时，政府就没

有必要在价格上过多干预，更

没有必要坚持近10年前的价

格标准。当市场出现问题时，

要慎言管制，因为问题往往出

现在管制上，月租太高与价格

制定时的官方背景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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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话月租10年不变没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