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2月27日 星期三
编辑沈艳 | 组版胡燕舞 | 校对仕明

星策划 A03XING CE HUA

劳务大省为何遇“招工难”？
产业转移带来用工激增是主因

众多大学毕业生在求职时往往存在这样一种心态：希望一步到位，一次定终身。在当今严峻的

就业形势下，这种想法是极不现实的，也是不可取的，很多宝贵的就业机会会因此与你擦肩而过，会

在激烈的求职竞争中将自己置于非常被动的境地。

专家建议，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要从实际出发，勇于面对现实：先求生存，再求发展，先就业、后

择业、再创业。

链接 大学生找工作，先就业后择业

豪华大巴开进招聘会，专程接应聘者去工厂就业；本地企业

开出优厚待遇，吸引求职者在家门口打工。春节一过，在传统劳

动力输出大省安徽，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本地企业和外地企业

之间展开了一场“工人抢夺战”，这一争夺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

企业遭遇“招工难”。

“招工难”背后，是否意味着“民工荒”？“招工难”根源何在？

是短期现象还是长期趋势？记者随后进行了探访。

2月25日，农历正月十六，这是新学期开学

的第一天。就读池州学院土木工程专业的张振

业(化名)，没有像往年那样回到学校，而是出现

在了合肥经开区寅特尼人才招聘市场。

今年大四的他，还有四五个月就要毕业了，

提前来看看，找一份“靠谱”的工作。“只要包吃包

住，稍微体面一点的工作，哪怕只有1000元一个

月，我也愿意干几个月。”2月25日下午，张振业

一边浏览招工信息，一边说，即便是这样低的条

件，也很难有“适合”他的工作。

1990年出生的张振业，是肥西上派人，父母

都在老家从事模具生意。当年大学填报志愿那

会儿，张没有听家人的意见填报数控机械等专

业，而是选择了土木工程。“专业影响就业，现在

房子都卖不出去了，谁还要学土木工程的呢？我

的一个堂哥，仅比我大两岁，学营销的，毕业后在

阜阳做汽车销售，现在都已经是销售经理了。”

事实上，张振业也曾找到过两份与自己专业

对口的实习工作，不过，最终都没能坚持下来，都

因工资太低、工作太累而放弃。

“先说工资吧，第一家只开1000元一个月的

工资，第二家稍微好点，1500元，但都不包吃住，

两次实习，我还搭进去3000多元。”而最让他心

理不平衡的是，同样在工地上班，一线小工的工

资都能开到4500~5000元。

选择放弃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工作环境差。

张振业说工地上又苦又累，班上有很多同学都和

他一样，呆了一两个月后就相继离开了。

记者在寅特尼人才招聘市场采访发现，除了

工厂以外，很多餐饮企业都符合张振业的待遇条

件，但是张表示不愿意放下“身段”做餐饮。

晚上18点14分，合肥寅特尼人才招聘市场

早已经下班，而张振业仍在场外的企业招聘信息

栏前徘徊，久久不愿离去……

不是所有找工作的人都“抢手”
张振业：应届毕业生的求职版本

“招工难”，呈现出结构性和行业性两个特

征：一是普工，即无技术要求的工人或一线操作

工难招，缺工企业招用普工人数占缺工总数的

64％；二是缺工主要集中在服装（玩具）加工、机

械加工、电子加工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缺工人数

占比高达72%。

日前，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调查显示，

目前缺工集中在皖江城市带，产业转移带来的用

工需求激增和新生劳动力增量减少，是我省遭遇

“招工难”的主要原因。

智通人才连锁安徽公司总经理孟辉也肯定

了这种“说法”。目前，安徽人才市场，主要出现

的是结构性短缺，缺少一线的蓝领工人，还有高

端的管理人才和盈利岗位。无论是外地企业，还

是本土企业，争夺的都是这一类的人才。“去年经

济不景气，像格力的上下游配套企业，订单量下

降，人才缺口不明显，而今年经济回暖，订单量上

升，目前安徽的人才市场就无法完全满足市场的

需要。”孟辉说。

孟辉介绍，现在安徽的“脑、体倒挂”薪酬现

象，已经不扭转了。现在的生产企业工人薪资，

扣完社保之后大约是2500元/月，而平常的管理

岗位薪资是2000元/月左右。住宿条件等各方

面也讲求人性化了。

安徽大力发展招商引资的结果，是经济活跃

度越来越强，所以市场人才存量不足，人才更加

值钱。包括一些民营企业在内，现在给员工开工

资都是“无所谓”的态度，那种好一点的人才一年

给20~30万元年薪已经很正常了。还有更灵活

的“留人”政策，是给股权，给分红。但目前，“精

英式”的教育机制，以及大量人才外流，使安徽目

前出现人才供应不足情况。

“招工难”是结构性短缺
孟辉：人才公司老总的判断

企业缺工，最缺的是熟练工，很多企业都问：

熟练工都到哪去了？这些人很大一部分留在了

家乡“就业”。中国企业发展能力研究中心主任

陈竹友告诉记者。他认为，与外省相比，其实这

两年安徽已经不具备“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了。

这是他过年时回安徽老家的感受。

“在肥西的紫蓬山那里，我就发现了农民们

的收入，已经比以前好了很多。普通农民挖树，

一个月都有3000元的收入。就是紫蓬山附近的

一个50~60岁的老农民，每个月扛上铁锹去工

作，每个月都有这么多钱了。而像福建、江苏的

一些工厂，员工的工资只有2000多元，远远比不

上农民的收入。”陈竹友说。安徽的土地资源利

用优势已经不再了，农村的农民很多都知道土地

资本的价值，生活很安逸。未来最穷的不是农

民，而是城市的那些贫民。

招工难背后折射的是经济企稳？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相关处室负责人认为，对于部分

地区、部分企业出现的“招工难”的问题，要做一

些具体的分析。

首先，这是经济企稳向好的表现之一。目前

出现的这些现象从一个角度来说，未尝不是一种

发展中的烦恼。其次，眼下存在的“招工难”是区

域性的、行业性的和阶段性的，根据人保部的调

查，春节以后企业用工需求确实比去年增长了

15%，一些行业出现了招工比较困难的现象，这

和国家的产业转移，和农民工对于在本地就近就

业有更好的预期是相关的。

就近就业吸引力大增
陈竹友：未来最穷的是城市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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