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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观察

崔秀池，省人力资源市场职业介绍部
部长，从事职介工作10多年。在他的印象
中，不过 20年，沿海对待内地工人的态度

“冰火两重天”。
上世纪90年代，为了让河南丰富的农

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我省的人力资源
保障部门没少想办法，他们在北京、上海、
广东、江苏、福建等用工大省分别设了办
事处，专门协调河南工人进当地企业打
工。

崔秀池就先后在几个省份的办事处
工作过，回想当年，这些沿海的企业进个
工条件是多么苛刻：年龄超过25岁就不想
要，结过婚的不要，没有初中、高中毕业证
的不要，看着不太麻利的也不要，你想进
个好点的企业得先交钱。

至今，崔秀池还清楚地记得，1997年，
松下电器来河南招工，要100人，结果1000
多人来面试，个个符合松下的招工条件，
工作人员没办法，拿个米尺现场量，低于
1.7米、高于1.8米的都不要。

到了 2005 年以后，沿海企业开始缺
工，来河南招工的非常多，一招就是几百
人。崔秀池说，单是他所在的省职业介绍
中心，2006年、2007年，每年向外输出 1万
多名工人。

2007年到2008年，沿海企业的招工条
件明显放宽，进厂一分钱不要；到了 2009
年，企业会给在职工人说，你只要将老乡
亲友带来打工，我给钱。

如今，这些沿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家
家缺工，招工条件放得非常宽，年龄基本
不限，学历不管，甚至有些上了年纪的人
只会写自己名字，这些企业也会招进来。

“2010 年春节放假时，不少企业的人
力资源主管会给工人开会，说你只要带来
一个人，我给你600元的辛苦费，当然有的
企业出到1000多元。”崔秀池说。

统计数据显示，河南农村劳动力7000
多万，这些年陆续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
力超过2100万。

然而最近这几年，随着河南经济的发
展、沿海企业内迁，待遇差距日渐缩小，更
多的河南工人开始将目光转向家乡，他们
不想再在千里之外的他乡工作，纷纷带着
资金和技术回乡创业或在本省打工，崔秀
池说，业内称之为“凤还巢”。

崔秀池还给出了一个数据，相比前一
年，省职介中心 2008 年和 2009 年输出的
工人就减半成 5000多人，而今年，输出去
的数字只有3000多人。

一方面是“凤还巢”，一方面是农村劳
动力去外省打工的趋势明显放缓，在劳动
力市场，中西部地区不少人力大省和河南
情况相似，也正是沿海缺工的一个重要原
因。

“最低能拿2000元，活才会有人干”
因为缺工，很多企业的产能不足七成

缺工时代 人力大省如何出牌？
15年前，河南工人到沿海打

工，超过25岁就很难找到工作，
进个好点的厂子得先交钱。

如今，缺工已成制约沿海企
业发展的瓶颈，他们开始拿钱

“买人”：你帮我招一名工人，我
付给你钱。

而在内地，普工和技工也严
重短缺，我省食品、服装和机械
制造等行业都喊缺人。人工，显
然已成一种诱人的稀缺资源，那
么，河南如何坐享人口红利？

晚报记者 程国平 徐刚领/文
马健/图

在11月12日举行的中国郑州2010
产业转移对接会上，1300多亿资本拥入
河南。

此前的8月，第六届中国河南国际投
资贸易洽谈会在郑州召开，港澳深地区
闽籍企业家在河南豪掷下1400多亿元。

这巨量的资本中，有多少企业家看
中的是河南的人力资源优势，虽然没有一
个具体的统计数字，但至少，河南丰富的
人力资源是吸引他们的一个重要因素。

就在外地的企业家看上河南人口
红利时，内地的不少企业家也开始思考
另外一个问题：河南如何坐享人口红利？

河南省服装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刚
就是其中一个。在李刚看来，河南人口
红利这张牌怎么出，很有技巧。

这两三年，省服协做成的最大一件
事是促成中国服装产业转移首个基地
落户郑州。因为要促成这件事，李刚相
继奔波于沿海各省市，整日接触的就是
广东、福建等沿海各省市的纺织服装业
大大小小的企业家。

李刚可以深刻地认识一个问题，让
这些老板们头疼的不是资金，也不是订
单，而是一线的工人。因为缺工，很多
企业的产能不足七成。

而河南劳动力资源丰富，别的不
说，单是 24岁~38岁的农村巧媳妇就数
以百万计，这批人往往结婚生子后，因
为有孩子拖累就没有办法再出远门打
工，很多人特别想找工作，但离家近的
地方并没有工厂。

“如果在产业转移中，将沿海地区
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服装企业转移
进小城镇，那么这一大批巧媳妇是不是
就可以充分利用起来了？”李刚说，如果
河南在3年内将这批百万人的巧媳妇在
家门口转换成服装产业大军，每年可以
为河南增加上千亿元的产值。

当然这中间还隐藏着另一个巨大
的商机：河南现有的一批服装企业可以
暂时放下架子，放下做品牌的梦想，完
全可以先从沿海大型服装企业中接单
生产。而实际上，像安踏等今日驰名全
国的名牌企业当年都是从代工一步步
做起来的。

在郑州的人力资源市场上，还有一类工人也相对富余，就是年龄较大、结过婚的农
民工。由于上有老下有小，农忙时节需要回家收种庄稼，他们只能打短期工，这些人往
往会一些简单的技术，比如做饭、刷漆等，他们自身不想被限制过多，而上规模的工厂
也不喜欢要。

11月22日下午4时许，二马路劳务市场，初冬的下午，天还是有些冷，地上飘落一
些黄叶。沿街挤满了找工作的农民工，不少人面前摆上一张白纸，写着“烩面、炒菜、凉
菜、杂活、司机”之类的字样。

显然，这就是他们的求职广告。
记者注意到，在这些农民工之中，前来应聘厨师的居多，几乎占到八成，俨然此处

就是一个“厨师专场”。显然，这些农民工能干的活儿，缺少“技术含量”，也无法拿出有
效证书之类的“硬通货”。

今年50多岁、来自山东淄博的求职者老廉在郑州打工已经有10多年了。
他告诉记者，管吃管住，最低能拿 2000元，活才会有人干。“现在虽然说活儿不好

找，但是，挣钱少和工作累的活，我也不愿意干。”老廉说，“现在的物价太高了，以前兜
里装200元钱，感觉就很牛气。现在装200元钱，逛一趟超市，感觉啥还没有买，钱就花
光了。”

老廉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个月如果不管吃住，挣1500元。那么，光吃，不喝酒，
一天也得20元，一个月就要花掉600元。住，也得200元。吃和住就花掉了800元，收
入花掉了一半。“以前一碗烩面两块钱，现在一碗7元，甚至十几元。青菜原来两毛钱一
斤，现在两块钱一斤。”老廉感慨道，现在真的不比前几年了，一个月几百元，就有人跟
着老板走，现在不中了。

应聘厨师的“小四川”要求更高，他要求的工资是3000元。“一个月给我3000元，让
我天天扫地都行。”

记者注意到，来这里找工作的人多数年龄较大，基本上都超过了35岁。

既然企业如此缺工，为何人才市场那么多大中专毕业生难找到工作？
不少人力资源市场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两三年，郑州的劳动力市场一直是“一头热

一头冷”的状况。所谓“热”，是指普工和技工紧缺，几乎是有多少要多少；所谓“冷”，是
为数众多的大学毕业生难找工作。

崔秀池认为，在供给层面，多少年来，社会上形成的一个观念就是，孩子一定要上
大学，而不是上技校，所以上职业高中和技校的学生相对就少，而大中专毕业生猛增。

就在前几天，省会多家媒体报道：明年我省大中专毕业生63万人，而职业高中和技
校生只有22万人。

但在需求层面，在产业转移背景下，河南加速大招商的进度，引来像富士康、日产
第二工厂、格力空调等这样的大企业，需要大量普工和技术类工种。

省人才交流中心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在市场上，一个需求大学毕业生的管理或文
秘等岗位，往往会引来几十甚至上百人争抢，而普工和技工由于用工量大，基本上都能
找到工作。

此外，从就业心态上来说，由于大中专毕业生投入的教育成本较大，往往不愿意去
做自认为工作性质单纯的工作。

上述负责人举了个例子：一个初中毕业生应聘到富士康在流水线上做一名普工，
他的月收入在2000元以上，有社会统筹。但一个大中专毕业生应聘到一家大型企业做
文秘，工资也不过在1500元上下。即便如此，大学毕业生也不愿去劳动密集型企业去
做普工。

月薪期望“最低能拿2000元，活才会有人干”

人才市场“一头热一头冷” 人口红利 河南怎样坐享？

用工态度
20年间“冰火两重天”

二马路自发形成的劳务市场，一些打工者坐等招工。二马路自发形成的劳务市场，一些打工者坐等招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