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几年，“招工难”成了春节之后的热话题。招工，关系着庞
大的民工群体以及千千万万个用工单位。无论是善意的批评还
是冷静的反思，招工难成为风口浪尖上的话题，都让如何改善
民工待遇福利成为绕不过去的槛。

城市工商业结构的迅速发展离不开庞大的农民工抛妻舍
子的默默付出，不论如何，民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扮演着廉
价劳动力的角色。这种角色的定位一度让人们忽略了民工对实
现自我价值的利益诉求。虽然，不少企业为了揽到更多的工人
而出台种种诱人的福利待遇，甚至有的企业老板不惜放下身段
到车站截留民工。其实，这只是用工荒把存在已久的民工待遇
改善的问题推到了台面上。这种状况的出现，让学者、专家、企
业主都陷入了成本投入与收益和改善民工待遇之间的思考。善
意的讲，如果招工难成为改善民工福利待遇的契机的话，不能
不说是整个用工市场甚至整个社会结构的良性循环的关键步
骤。

在民工进城务工的初期，企业的确给民工提供了一个摆脱
土地里刨食的唯一生存手段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一代代的
民工群体涌入城市寻找着自我的梦想和价值。然而，这种梦想
的实现却是他们以付出难以想象的汗水作为成本的，而这个成
本的收益却是微薄的。这种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差距，让处在社
会底层的人们享受着汗水与金钱的矛盾感。一方面，进城务工
让难以依靠几分薄田维持生活的他们多了一份收入。另一方
面，巨大的劳动力付出也逼迫着他们不得不考量着付出和回报
的基本关系。

虽然，用工荒的问题不可能仅仅是福利待遇的改善就能解
决的。但是，用工荒和低收入、讨薪难并存的尴尬境地，让人们
思考的就是解决用工荒首先要从改善民工待遇开始。城市用工
荒的困境无法掩盖农村大量劳动力剩余的现实，其实，很多企
业所遭遇的招工难实际上是招廉价劳动力难。这就要求更多的
企业改变以前把民工作为低价成本提高收益的传统经营模式，
传统模式不转变，招工难的现象就很难改变。而用工单位要想
改变传统的用工模式，不妨先从提高民工福利入手。但愿招工
难能成为提高民工待遇的契机。

从泰安市高级技工学校高级班走出
的学生，在企业保证正常福利待遇条件
下，每月工资不低于 2800 元，即使是在
实习期，工资也要在 2000 元左右。可能
没有较高学历，但拥有一技之长，技工虽
有如此要求，依然被各大企业预订一空，
这让泰安市高级技工学校的高质量就业
率达到 70% 以上，普通就业率则是98%。
全国各大城市民工荒、招工难，拥有一技
之长的技工在企业招工中拥有更多筹
码，让自己成为用工企业争抢的对象。

2011 年春晚农民工的一曲《春天
里》，唱出了当代农民工内心的酸楚与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农民工远离家
乡，靠出卖体力养活自己和家人。全国
多个城市出现“民工荒”，然而人力资源
市场却存在“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
的奇怪现象，从中我们不难发现民工荒
其实是技工荒。许多岗位，如缝纫工、挡

车工、机械操作工等都急需要人，但都
需要先培训。这些企业迫切需要那种高
技术技工和人才，宁可多支付薪资。而
一项关于农民工收入的调查显示，无技
术的农民工收入不到有技术农民工收
入的 60%。

而有一技之长的技工，在还未毕业
时，就被许多企业预定一空。泰安一技
工学校的一个数据显示，每年技校
50% — 60% 的学生都会被泰安本地企
业预订，学生还未毕业，就先去企业实
习、见习。2010 年毕业的 300 人左右的
焊工，全部被企业“抢”走，而高级焊工，
则成为许多企业竞争的对象，以 3500-
4000 元的月薪招聘技工。所以，在全国
性招工难的时候，有一技之长的技工，
特别是高级技工，可以“趁火打劫”，“趁
机”提升自己的地位和薪资，找到自己
一份满意的工作。

“如今找份工作并不难，难的是找
到真正的好工作。什么是好工作？就是
干着有劲、觉得有奔头、不混天熬日的，
要不还不如在家闲置呢。”农民工安青
的想法几乎代表了所有“80 后”求职者
的心理，看似如此实在的想法却被众多
用工单位说成了“浮躁”的表现。

一个企业不能仅仅为员工提供温
饱，还应该让他们看到自身的价值，有
能持续效力的资本。生活的压力让“新
生代”的求职者们不能再选择上一代人
所走的路，四五十岁的电焊工和车床工
也不是我们羡慕的对象。

然而，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的想法却
被部分“60 后”和“70 后”招工者理解为

是一种托词。许多企业主都有着这样的
困惑：如今技术工人一个月差不多能拿
3000 块钱的工资，劳动强度也不大，可
年轻人还是不愿意来干。一首《春天里》
让两个人农民工迅速蹿红，从而引来大
批农民工争相幻想。

其实，这些思想上的差异，实际上
是两代人观念的碰撞，“60 后”和“70
后”农民工图安稳的想法，已经不能满
足生长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新生代”
求职者，他们面临的是更高的物价、房
价等生活代价。新时代下的“新生代”们
不能说太浮躁，也许他们只是在追求幸
福的路上表现的有些迥异，最终的目的
无非是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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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改善民工待遇的契机
本报记者 胡修文

用工荒，其实是技工荒
本报记者 熊正君

追求幸福算是一种浮躁吗
本报记者 李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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