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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家企业职工结构的变化看“铁饭碗”的消失
核心提示

前不久，一位朋友老家的亲戚大学毕业，
家里人打电话让朋友帮忙给安排个正式工作，
朋友听了一头雾水：现在哪里还有什么正式工
作呀？大学毕业生、硕士毕业生当工人、农民
多的是！看来至今还有人不了解改革开放以
来，企业劳动用工制度经历了全民固定工、劳
动合同制、全员劳动合同制等一系列改革，劳
动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被世人羡慕不已的

“铁饭碗”已消失。

一家企业职工结构的变化

原来是部属企业，现在是省属企业的郑州煤
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郑煤机”）目前
在生产一线当工人的就有100余名大学毕业生。

2002年 11月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的郑煤
机，是国家为保证第二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
的用煤，决定在郑州建的一个工厂，主要担负郑
州、徐州、株洲等地区新建矿井和选煤设备的金
属结构件加工任务。1956年成立筹备处，1957
年改名为郑州煤矿机械厂，1958年边建设边生
产，从鸡西煤机厂、哈尔滨加工厂、郑州煤矿机电
安装公司调进一批正式职工，到当年年末，职工
总数达到1148人，隶属煤炭工业部管理。

到 1973年时，全厂职工达到 2750人，其中
已有 1名临时工。在郑煤机集团采访时，其人
力资源部部长提供了改革开放以来他们企业
职工人数变化的一组数字：

1985年郑州市开始用工制度改革，实行劳动
合同制，他们首次招录劳动合同制工人185人；

1986 年为 153 名“一头沉”职工办理了子
女接班手续，同时为五大毕业生和中专生办理
了转干手续；

1987 年为 421 名“一头沉”职工办理了子
女接班手续，均招为全民合同制职工；

1988年新招工人全部实行合同制；
1989年全厂固定工达到4169人，其中合同

制工人有615人；
1996年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全厂4155名职

工，签订无固定期劳动合同的有2489人，签订1～5年
合同的有1416人，调出或解除劳动合同的有250人；

2003 年全国范围招聘 27 名技术、管理人
才，末位淘汰73人，总数减少219人；

2002 年～2006 年先后招聘大中专毕业生
183名，均签订了劳动合同。

其人力资源部部长介绍说：“随着企业设备
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职工队伍越来越需要
高素质的人才补充从事‘高精尖’设备的操作与
维护。在我们企业，工人收入不一定比中层管
理人员收入低，职工都是企业的一员，大家地位
是平等的，所不同的是工作岗位的不同。”

该企业与职工签订的是劳动合同，已没有

固定工与合同制工人的区别。郑煤机集团是郑
州市企业用工的一个缩影，其他企业与之一样。

企业与职工关系发生质变

从前，凡是有条件成为工人的人，从走进
工厂那一天开始，一辈子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了，吃喝拉撒、生老病死都有国家承担。

改革开放后，企业逐步实行市场化管理，
这就必须解决企业与职工关系的问题。于是，
1995年《劳动法》应运而生，各个企业必须实行
全员劳动合同制，合同成为企业与职工关系的
纽带，双方无论谁违约，另一方都可以炒对方
的鱿鱼，关系平等。

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如此，新生的股份制企
业、三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更是如此。对于企
业来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而用工，属违法用
工；对于职工来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去工作，
一旦权益受到侵害，难以得到法律的保护。

据郑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介绍，
截至目前，郑州市所有企业都实行了全员劳动合
同制，所有职工都一样，没有什么“铁饭碗”了。

郑煤机人力资源部王部长说：“现在企业
与职工的关系就是合同关系，期限的长短依法
由双方协商确定。”

嵩岳集团人力资源部部长张淑贞说：“实行全
员劳动合同制后，对企业和职工双方都有好处，双
方选择的余地都大了。工人不再像以前调动工作
需要盖一个又一个公章，只要合同到期，工人想走
就可以走了；想继续留下来，企业与职工双方协
商，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可续签劳动合同。”

我市几家棉纺厂企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企
业，曾经在农村招收了大批“农协工”，如今她
们也都签订了劳动合同，成为合同制工人，和
她们的师傅一样平起平坐了。

从正式工到自由选择职业

计划经济时期，无论你是否喜欢你所从事
的工作，只要你进了这个企业，基本上你就一
辈子呆在这个企业了，调动工作谈何容易！这
遏制了人的才能的发挥。

国棉四厂一位原来的正式工，他对经营很
感兴趣，在实行合同制后，他选择了离开。他
筹集资金从事钢材销售生意，现在他一年的收
入超过了他上班时几年的收入，使自己经商的
才能得到了发挥。

郑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一位负责人说，
从《劳动法》的贯彻实施以来，使企业真正落实
了劳动用工的自主权，形成了职工能进能出，
人力资源由市场配置的局面，有力地促进了企
业两项制度改革，据去年年底的统计，全市各
类企业共有职工100.57万人，已签订劳动合同
95.13万人，即 94.5%的“单位人”顺利地转变成
了“社会人”。

凡是签订劳动合同的人解除了企业一辈
子的束缚，像排球场上的“自由人”，合同到期
或不到期，基本上都是可以自由选择职业，有
了更大选择职业的空间，这有利于人力资源的
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

充分体现多劳多得的原则

在《劳动法》实施前，全国职工工资分配都
是实行的等级工资制（有地区差别），只要工龄
到年限，就涨工资，工龄越长，工资等级越高，
收入就高，人人都在“熬时间”。工资多少体现
在工龄长短，没有体现个人能力。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为了体现多劳多得
的原则，职工收入在等级工资基础上，加入了奖

金。但随着奖金等
级差别的增多和不
同岗位奖金不同问
题的出现，砸“铁饭
碗”摆上议事日程。

就郑煤机而言，
1985 年 7 月以前，工
人工资标准采用机械
工业部八级工资制，
干部工资标准采用机
械工业部十七级工资
制。1985年7月对工
资进行了改革，工人
实行岗位工资，管理
干部实行职务等级工
资，专业技术干部实
行技术等级工资。
1994 年进一步改革

工资标准，实行岗位技能工资制，职工工资随着
岗位变动而变化，干什么活，拿什么工资。2003
年工资制度再度改革，对工人实行计件工资制，
对辅管人员实行岗位绩效工资制，对研发人员实
行项目工资制，对技术人员实行技术协议工资
制，对市场营销人员实行销售提成工资制，对中
层经营工作者实行岗位工资制。

郑煤机人力资源部部长说：“我们现在生产
工人中实行的是计件工资制，这样能充分体现
多劳多得。在我们集团，刚刚参加工作的员工，
收入超过老工人十分正常，就是收入低的老工
人也无话可说，因为自己没有年轻人干得多。”
郑煤机集团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后，从2000年
到 2007年，企业产值每年以 65％速度递增，即
从年产值1.1亿元递增到去年的32.1亿元，职工
人均收入也以每年10％左右的速度递增。

管理模式发生巨大的变化

为适应劳动关系的变化，国家将原来的劳
动部改革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省级的劳动厅
改为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市级改为劳动和社会
保障局，其主要职能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据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统计：目前，全市
国有、集体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100％，城
镇私营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 85%，城镇其
他类型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 89％。全市
有5598家企业建立了劳动合同管理台账，实行
计算机管理的企业有1043家，4723家企业制定
了劳动合同管理的规章制度。

全员劳动合同制的实施，给企业带来了人
力资源管理的巨大变化。

郑煤机人力资源部王部长深有感触地说：
“《劳动合同法》的实施，规范了劳动关系，相应
也增加了人力资源管理的难度，仅就劳动合同

期限而言，因为每个人的合同期限不一样，随
时有职工解除（终止）劳动合同离开企业，对即
将出现的空岗，我们要面向社会招聘人来。对
应聘人员，我们要按照《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岗位描述进行选择聘用，办理用工手续。
我们经常要注意谁的合同到期了，提前一个月
通知他。如果双方都满意，可以续签合同，如
果一方不满意，就不再续签。”市劳动和社会保
障局为劳动者建立了多条维权保障线，使职工
的合法权益得到有力维护。

事业单位“铁饭碗”也不存在

企业职工“铁饭碗”消失了，事业单位人员
的“铁饭碗”能保住吗？

据郑州市人事局制度改革处白金玉处长
介绍，2002 年以来，我市根据中央和省有关深
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要求，紧密结合我
市事业单位实际，按照“脱钩、分类、放权、搞
活”的思路，也实行了一系列改革，逐步建立了
政事职责分开、单位自主用人、人员自主择业、
政府依法管理的制度；形成了一个人员能进能
出，职务能上能下，待遇能高能低的用人机制。

推行了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制度。从2003年
起，按照“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在全市推
行人员聘用制，事业单位与职工之间签订规范的
聘用合同，实现了事业单位的人事管理由身份管
理向岗位管理转变。截至2006年底，全市共有
3984 个单位实行了聘用制，占应改革单位的
96.2%；全市签订聘用合同人数为135616人，占应
签订总数的95.4%，聘用制已成为我市事业单位的
一项基本用人制度。对聘用期间不能履行岗位职
责、工作不符合要求的，通过终止合同、解除合同
等方式，实现人员流动，理顺了用人关系。根据调
查统计，2004年以来，市直事业单位累计解除合同
56人，辞聘35人，终止合同579人。

实行了进人公开招聘制度。根据国家和省
里的文件规定，结合我市的实际，在调查研究的
基础上，于2006年9月，出台了《郑州市事业单
位新进人员暂行办法》，确立了在编制计划范围
内出现岗位空缺，除涉密岗位确需使用其他方
法选拔人员的以外，都要面向社会公开招考。

推行了工资制度改革。在明确岗位职责
的基础上，把职工工资分解为岗位工资和效益
工资两部分，岗位工资随岗而变，效益工资与
个人业绩直接挂钩，经过严格考核，采取不同
形式予以兑现。

现在公务员也实现了招聘制，如果不称职
也有随时失业的可能。所以说，以后无论是大
学毕业生、研究生，还是博士生，谁也找不“铁
饭碗”了，只能根据自己的才能去市场找“饭
吃”。就像买衣服一样，自己亲自去买，进行试
穿，这样买的衣服更合身。

本报记者 赵国锋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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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前在 SARS 风暴中被免
职的孟学农再度下台，中秋节这
天，他以山西省长的身份引咎辞
职。孟学农这回“下课 ”，是因为
山西“9·8”特大溃坝事故。根据
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初步调查，导
致这起事故的主要原因是“企业
违法违规生产和建库，隐患排查
治理走过场，安全整改指令不落
实，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监督管
理不得力”。显然，调查结果认
定：事故并非天灾，而是“人祸”，
关键正是“ 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
监督管理不得力”。

中国矿企的安全事故频率之
高举世闻名，群死群伤的重大事
故屡见不鲜，每次惨祸发生，人们
总希望通过对事故的处理，能真
正挖出病根，采取切实措施，彻底
解除高悬在矿企工人和周边民众
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遗憾的
是，尽管矿产价格一涨再涨，企业
利润一翻再翻，“矿产老板”和入
股的地方官员们的收入水涨船
高，我们至今远未走出“警钟年年
敲，事故年年有”的怪圈。

我们认为，安全事故从表面上
看头绪复杂，从本质上看，根子还
在于当地的发展理念。发展经济，
谋求富裕，可谓正正当当，但是切
不能一味追求速度、产值、利润，不
顾社会和谐，忘记了人民的生命安
全重于泰山。新一届中央集体强
调“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结合
一些地方的实际情境，就应该切实
做到一手抓发展，一手抓安全，尤
其要将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财产
安全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党执
政为民的重要任务，也应当成为地
方官员业绩考核的主要内容。

我们认为，孟学农引咎辞职，
不是因为他“运气欠佳”，而是因
为他身为一省之长，未能恪尽职
守。他的再度落马，不只事关一

人之得失，也折射出官员问责制
度之进步。我们应该以此为契
机，进一步思考“官员问责制”的
深层含义。

2003年孟学农和时任卫生部
部长的张文康因SARS被免职以
来，伴随着松花江污染、阜阳劣质
奶粉事件、北京密云灯会踩踏事故
等重大事故的发生，一大批高级官
员或辞职或受到更严厉的处分。
此间，中共中央出台了《党政领导
干部辞职暂行规定》，该《规定》对

“引咎辞职”做了严格规定，明确指
出：“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
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
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
责任等，不宜再担任现职，本人应
当引咎辞去现任领导职务”。由
此，“官员问责制”成为我国政治体
制改革进程中一个重要标志，昭示
了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权为民所
用”、“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的
执政理念，客观上强化了责任政府
的角色定位和各级行政官员的责
任意识，赢得了社会舆论的积极肯
定。 5年以来,包括省部级干部在
内，已经有上千名官员因重大责任
事故或“下课”或遭处分。此次山
西“9·8”事故究竟导致多少人伤亡
还有待进一步调查，在这样的时
刻，“官员问责制”及时发挥效力，有
助于对此事故的背后原因及时组
织深入彻查，它再次表明了党中
央、国务院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
高度重视，也表明了党中央国务院
从严治党治政，进一步推进“官员
问责”的决心。

我们希望，孟学农的引咎辞
职，能够引起全社会对权力与责
任的关系的思考，真正将企业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政府及有关部
门安全监管主体责任落实到位，
让中国的矿产不再染有无辜生命
的鲜血。 丁曦林

女大学生为什么不能嫁给有钱人
近日，网络上关于“农家

女宁做三奶不嫁穷人”的争
论，引起众人的口诛笔伐。

不能否认，女大学生择偶
标准的物质化日渐成为一种社
会现象，然一个现象之所以能
称之为社会现象，显然不是哪
一个人或者群体决定的。如果
将这一现象完全归咎为当代女
大学生的世俗化、功利化，明显
高估了女性在男权社会的影响
力。现在的人都不是傻子，受
过现代高等教育的女大学生，
难道不知道男人靠不住？

然而，残酷的现实让她们
没有选择。现在的就业形势一
年比一年严峻，针对女性的就
业歧视也越来越严重，社会提
供给女性的广阔天地日益狭
小，试问她们如何大有作为？
人类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女
人是作为生育工具，如今，女人
是作为消费工具，从实用主义
到消费主义，女人始终是工
具。作为工具，就无法摆脱附
属地位。受传统社会性别文化
压迫已久的女人，逆来顺受的
心理基因已经根深蒂固，在外
界环境的巨大压力下，怎能不
逃到男人宽阔的臂弯中去？

笔者很奇怪那些好为人
师的说教者，你们到底出于什
么心理鄙视女大学生想嫁有
钱人的想法。中国现在已是
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本质就
是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在这
样的社会，一个勤劳、上进、智
慧的人必然会有所获。事实
证明，那些有着强大责任心与
自信心的人，事业上往往都很
成功。所以，从某些方面来
说，财富的确成为衡量一个人
成功与否的标准。请问，勤
劳、上进、智慧、责任心、自信，
难道不是优良素质吗？不找
具备这些优良素质的人做老
公，找谁呢？难道真的要嫁给

乞丐才算称得上高风亮节，才
是将爱情隔绝于铜臭之外？似
乎有钱人都是不学无术的暴发
户，似乎有钱人就是花花公子，
似乎你嫁给了有钱人就没有幸
福可言了。问题是，人家说想嫁
个有钱人，中心词还是人啊？又
不代表就是要嫁给钱！所以我
很惊诧，那些不分青红皂白就加
以指责的人，究竟是缘于现如今
中国富人为富不仁的形象太深
入人心，还是归因于国人有历史
传统的仇富心理？

爱情是神圣的，不容沾
染一丝铜臭气息。但人是世
俗的，人总要吃饭喝水穿衣
吧，总要生存吧？身为一个俗
人，想要获得超凡脱俗的爱情
不经过一番修炼恐怕不行。
相信很多凡夫俗子是受不了
修炼的，所以爱情对大多数人
来说只是一种状态。状态是
什么？就是只会存在于某一
时间段，而吃饭喝水穿衣是什
么？是常态，是只要你想活下
去就不得不去考虑的事情。
恩格斯说：“没有爱情的婚姻
是不道德的。”但如果两个人
纯粹因为爱情而步入婚姻，离
婚的可能性才高呢！激情是
暂时的，生活是永久的，生活
中的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经
济矛盾尤其突出，常言道“贫
贱夫妻百事哀”呀！

其实，多元社会就是允
许人们自由选择自己的生
活。任何人都可以做任何他
想做的事，前提是他必须能
够承担后果。如果那些女大
学生们是经过深思熟虑做出
这一选择的，我们没有必要
去指责她们。如果不幸福，
那也是她们的选择，种瓜得
瓜。何况，幸福本来就是“如
人饮水，冷暖自知”。你又怎
么能妄下结论认定别人得不
到幸福？ 褚巍巍

过去的“农协工”，今日的合同制工人 双休日陇海路人才市场人头攒动

将来，我理发会不会也要“砍伐证”啊？
将来，我理发会不会也要

“砍伐证”啊？乍一看，笔者的这
个设问近乎“神经”，但却并非完
全是“神经性”呓语。因为，这几
天，确有这样可以类比的“神经
性新闻”在压迫着大脑，不得不
举一反三，浮想联翩。

据多家媒体报道，连日来，
漯河市郾城区裴城镇的许多农
民向记者投诉称，农户收割玉
米必须先向镇政府缴费办证。
绝大多数农户未办“砍伐证”

“准运证”，致使数万亩成熟玉
米无法收割。于是，老农民“纳
闷”了：“从没听说过砍自家地
里的玉米还得缴费办‘砍伐证’、

‘准运证’。如果不办，镇政府
就处罚你”！

读了这样的“乌龙新闻”，咱
先不“愤青”，先不“扣帽子”，先不

“打棍子”，咱先来个“换位思考”，
以最善良之心测度一下裴城镇
几位“父母官”推出此举的理由
来：一是贵镇太穷乃至穷疯了，穷
则思变，出发点可以理解；二是贵
镇敢于创新，善于创新，勇于推陈
出新，推出了王安石等先辈变法
者变不出来的“砍伐税”；三是在
几位“父母官”骨髓深处，或许以
人为本的理念尚未扎根。

老农民的“纳闷”有道理。
春种秋收，天经地义，亘古不

变，怎么国家刚刚取消持续了
几千年的农业税，现在又冒出
来这些东西。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与党中央提出的“以人
为本，科学发展，和谐社会”格
格不入的混账行为；这就是典
型的变相讹诈农民的意思！

此 风 何 时 灭 ，此 恨 何 时
休？否则，不要说我们的父老
乡亲会长期郁闷下去，就是我
等不事“稼穑”之辈也会被郁闷
所感染：倘若方方面面均预效
仿，说不定有朝一日，理发、刮
胡子、修面等等也要收取“砍伐
证”呢，因为，它们也是“草本植
物”啊！ 党贺喜

“从呼吸到呻吟”是媚俗还是俯身
传统作家在网上“晒”小

说，仅仅一周就引来大量点
击。其中，河南省作协副主席
郑彦英的小说《从呼吸到呻吟》
的点击率最高，飙到了15万次，
其他上线作家的表现也不赖。
这样一来，更多的作家都按捺
不住了。据悉，本月底，郭敬
明、韩寒、石康等20位作家将参
与到这场网络大PK中。（《今日
早报》9月18日）

借力于互联网，一场国内
诸多作协副主席的网络文学狂
欢前些日子拉开了序幕。对
此，舆论也颇有一些非议。认
为这是主流文学迎合商业炒
作，是一种媚俗的表现。而郑
彦英的小说《从呼吸到呻吟》正
式发布上传后，更是让这种质
疑上升到了顶点：什么“从呼吸
到呻吟”？纯粹是刻意市场化
哗众取宠，请为文学保持必要
的清高……

主流文学一定是“清高”的
吗？文学不能走向市场化吗？

我以为，这些“观念”太陈腐、太
自闭了。在奔涌的商业大潮面
前，文化艺术与市场的“接轨”
和“联姻”是一种必然，文学无法
拒绝和回避市场，这就是现实。
因此，面对“主流作家网上PK”，
与其陷于“文学到底该清高还是
该市场”的圈圈中辩论得面红耳
赤，不如换个角度切入加以审视
——“从呼吸到呻吟”，是传统的
媚俗还是文学的俯身？

时至今天，作家再也不是清
贫的代名词，寂寞的苦行僧。思
想影响社会，写作创造财富，没
有任何不妥。不能说走向市场
的作家，就会成为市场和财富的
奴隶，失去了文学良心。在现代
社会，财富已经成为衡量个体价
值的重要标准之一。既然娱乐
明星们唱一首歌就能进账数万
乃至数十万、上百万，一个作家
辛苦写作走向市场获取更多的
收入又有何不可？唯有这样，才
能体现文学的价值。从这个角
度看，我不觉得，作协副主席们

上网发布作品就是媚俗，即便是
书名有些“迎合”的意味，也纯属
正常，与媚俗不沾边。而事实
上，《从呼吸到呻吟》的内容并无
任何低俗之处。

是传统媚俗还是文学俯身
——如果以此作为关注的方向，
看待如此一场由商业之手推动
的主流文学网络活动，我们自然
就会多几分理性和清醒。或者
说，我们期待主流文学能以此为
契机，创作出既有思想价值又被
市场认可的作品。

“主流文学”要想真正成为
“主流”，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
必须要走向大众化。其实，主流
作家们早就该以平和的姿态俯
下身来，容纳市场的需求，将文
学经典理念通过个性化、大众化
的释读传播给大众，与网络写手
展开良性的互动和沟通，置于一
个泛文本的环境中进行同场竞
技、平等对话，把那些根深蒂固
的“主流”文学阶层陈腐规则丢
弃到一边。 陈一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