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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液热”主因
在病人还是在其他

近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透露，中国平均每
人每年输液8瓶，远远高于2.5瓶至3.3瓶的国际平均水
平。对此，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2571人进行的
调查显示，78.7%的受访者提称，身边普遍存在热衷输液
治疗的人。其中，30.5%的人表示身边这样的人“非常
多”。调查得出结论，人均年输液8瓶首要原因在病人
方面。（2月24日《中国青年报》）

无论是“身边普遍存在热衷输液治疗的人”，还是
“30.5%的人表示身边这样的人‘非常多’”的数据，都是
直接指向了接受输液治疗这种治疗方式的结果。但为
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国人热衷于输液治疗，而不是选择
其他方式？为什么会有“人均年输液8瓶首要原因在病
人方面”这样的调查结论？这需要作一番探究。

举一件事说，一般的感冒发烧，依据生活常识来
看，不过是个小病，过去，人们吃点儿药片，或喝碗姜
汤，发发汗，几天下来也就好了。但在现在，却有很多
人选择输液治疗。国人是人，域外的人同样是人。域
外的人感冒发烧了，是感冒发烧，而国人得了这种病，
绝不可能是具有本土特色的感冒发烧，会与域外的人
有什么不同。“在一些国家，如果感冒发烧不是特别严
重，医生一般只会给患者一包冰袋，让患者回家休养恢
复，连药都很少开。一些国家也根本没有‘门诊输液’
现象。”医学专家作如是说。调查显示，国人“输液热”
首要原因是“想让病情尽快好转”，其次是“医生追逐提
成收入的必然结果”。

“想让病情尽快好转”，这好理解。谁得了病，都不
想被耽误。可是，输液是有高风险的，且并非所有的病
都适合输液治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

《2009年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报告》显示，输液是导
致药品不良反应的最主要途径，多达73.4%的严重药品
不良反应都跟输液有关。得了病想快好，与承受输液
的高风险，哪轻哪重？是药三分毒。把输液当家常便
饭，会对身体产生不良影响，会使人的免疫功能下降。
国人得到过这样的医学知识的普及性教育吗？病人去
看病，吃什么药，输液不输液，不都得听医生的吗？在
这方面，病人还会有更多的选择吗？单就输液而言，病
人热衷于输液治疗，习惯于要求输液，以为病好得快，
多数人是不是由医生诱导所成？

以药养医，医院、医生追逐提成收入，这都是国人见
惯不惊的事实，也是病人热衷输液治疗的根源。着眼于
这一状况，一味地责备病人的盲目、病人的从众心理，肯
定不对，而一味地责难医生，也无用无益。可以说，不以
病人为本，不改变医疗制度的现有设计，非但人均年输液
8瓶的数字难以降下来，且神马都是浮云。 今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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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高管薪酬本就该公开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昨日在

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现在对于央企高
管薪酬的管理是半市场化的办法，明显
比社会上同类岗位要低，而且低得比较
多，该措施目前的效果比较好。央企领
导人的收入对于国资委来说，对于监事
会来说是非常透明的，需要的话，可以
向社会公开。（2月22日中新网）

央企高管到底薪酬高还是低，关
键在于定薪机制合不合理。如果不公
开、不透明，公众如何评判高还是低？
按照国资委副主任邵宁的说法，“需要

的话，可以向社会公开”，需要纠正的
是，公众很需要——不是需要与否，更
不是可不可以的问题，是本来就应该
公开，是必须公开。既然说央企高管
的薪酬比同类低得多，那何妨立即公
开，还有什么好担忧的呢？

经常说央企是共和国长子，既然是
长子，就必须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和义
务，而在央企高管薪酬的问题上，公众
如果不能知晓具体的标准，那除了质
疑，其实已不能对其实行刚性约束。

现代企业制度、监管体制、激励机

制的完善，是决定央企高管、员工薪酬
的根本。既然本质上说，民众才是国
有企业（包括央企）的所有人，哪有将
所有人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决策
权剥夺的道理？和任何改革一样，可
能仍显渐进之势，但决心必须突出，策
略应当全面，民意自当倾听、民智更应
考虑。而现实是公众在制衡央企薪酬
方面的能力，依旧很小。所以公开央
企高管和其他职位的薪酬，只是央企
薪酬改革的第一步；何况薪酬公开，不
过只是做到了信息透明而已。 话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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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高价拖车
考问“行政垄断”

从成都到广州，约2200公里路程，司机杨刚帮人拉货
的运费是12500元。不料，杨刚的货车在京珠高速白云机
场出口处翻下山坡，交警部门找来的交通拯救队开出的价
格高达6万余元，让人瞠目结舌。事后调查发现，这一开出
天价救援费的交通拯救队甚至不能拿出道路拯救许可证！

高速公路道路救援乱象丛生已不是一两天的事情，高
速公路上车主遭遇高价拖车的情况几乎天天都有，被媒体
曝光的就不在少数，结果往往就是车主像无端被打劫了一
样，只好乖乖举起手来投降。现实来看，高速公路拖车的
资质是被“指定”的，社会救援机构的拖车被拒于高速大门
之外，一旦高速公路上汽车抛了锚，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
灵，孤立无援，除了活活“被宰”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就在去年9月，国家发改委联合交通运输部下发了《关
于规范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通
知》要求，各地要对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收费进行全面
清理，统一规范收费项目，合理制定收费标准，并向社会公
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制指定救援机构。

业务垄断、没有统一的标准或者标准不明晰，使高速
高价拖车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也使得高速拖车名为“救
援”，却与打劫无异。本来，车主进入高速公路已缴纳了通
行费，当他们的车辆发生事故时，就应该获得管理部门的
免费救援，至少在国外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做的。而我们的
管理部门一方面将公益性的车辆救援市场化，另一方面却
利用行政手段垄断车辆救援市场。眼下，很多地方的车辆
救援都是由一家或几家救援机构霸占，他们与相关政府部
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车主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高速
公路每年都收取着巨额的通行费，却不愿意稍稍分一杯羹
来承担这些本应由自己承担的保证道路通畅的义务。

退一步讲，在尚未具备免费拖车能力的路段，至少杜
绝行业垄断，也是目前首当其冲要解决的问题。事实证
明，这次进行拯救的新城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交通拯救
队，没有相关资质，不也在高速路上堂而皇之地进行拯救，
不也毫无顾忌地漫天要价？从这个角度讲，管理部门所谓
的“招投标确定拯救资质”会不会也不过是个掩人耳目的

“幌子”而已？
经济垄断，源于追求超额利润，而行政垄断则是为了

少数群体的利益。行政垄断的本质并不是垄断，而是一种
权力滥用。当这种“滥用”无处不在时，人们就会发现不合
情理之事遍地开花，甚至受了冤屈也无处诉说。在多数情
况下，行政垄断这个概念已经成为行政违法的遮羞布，如
果不尽快抛弃行政垄断的概念，继续将违法行为看做是中
性的行政垄断行为，或者把已经违法的行为看做是将要违
法的行为，那么必然会削弱法律的价值。 南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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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该办必办何需“马上就办”
说起办事效率高，那就是遇到什么

事马上就去办，立说立行。你别说，还
真有这样的行政部门！22日，齐鲁拍客

“指尖痛”就在济宁曲阜市发现了这样
一个机构，在齐鲁网社区发布了一张

“马上就办办公室”的图片，引发了网民
们的热议，不到一天时间，已经有500多
人参与了讨论。(2月23日齐鲁网)

这是一个“××办”漫天飞舞的时
代。当我们早已见识过各种光怪陆离
的“办”后，看到马上就办办公室，也许
并不觉得过于突兀和讶异。应该说，

“马上办”出台的初衷值得推举，按照

当地政府的说法就是，“为加强机关作
风建设，提高办事效率，在全体工作人
员中倡树‘立说立行、马上就办’工作
理念。推行‘马上就办’工作作风，力
求取得实实在在成效，为老百姓办实
事……”

初衷尽管良好，但还是让人感到
滑稽甚至酸涩。试问，如果相关职能
部门在平时能够做到恪尽职守，不推
诿、不拖拉、不遮蔽，该办必办、一办到
位，何需“马上办”？

职能部门存在的意义就应该竭力
做好本职工作，为公众利益服务，但如

今，职能部门不作为，却烦劳“马上办”
出面，这不是光鲜而是丑闻。

再说，设立“马上办”需不需要开
支，谁来掏这笔钱？毋庸讳言，当前我
们不少地方机构庞杂，机构臃肿，许多
机构功能重叠，如今再设置所谓的“马
上办”，岂非架床叠屋？架床叠屋最大
的“好处”就是便于安排人员，最大的
坏处则是耗用纳税人的血汗钱。

因此，与其设置“马上办”，不如将
首问负责制落实好，对做不到马上办
的职能部门应该马上处理，同时应该
马上办掉“马上办”。 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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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荒”带给劳务大省的喜与忧
本报记者 余英茂 文/图

核心提示

眼下，“用工荒”正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今年的“用工荒”比以往来得更早、更猛。

为了吸引农民工，西部地区“用家乡感情留人”，
东部企业除了提高工资，还雇用大巴车进村接
农民工返城，构成了春节后的一道别样风景。

作为全国第一劳务输出大省，河南是否存
在“用工荒”？日趋常态化的“用工荒”，对我省
是喜还是忧？记者展开了调查采访。

河南未现“用工荒”

“用工荒”并非是个新词语。
记者发现，从2004年春天开始，“招工难”、

“用工荒”的报道就屡见报端，并且规模越来越
大，范围越来越广。

往年，“用工荒”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
等沿海地区，今年“用工荒”不仅在春节前就露
出端倪，而且节后的覆盖面更广，四川、安徽、湖
南等劳务输出省份也出现了程度不同的“招工
难”现象，这些省份纷纷打出“亲情牌”，展开“截
留战”，引导农民工留在省内就业。

“招工难”，是时下很多用工单位的共同感
受。据一家人力资源网站2月14日发布的报告预
测，今年春节后，全国整体用工缺口比例在10%~
20%，企业用工缺口填补难度加大、周期更长。

不仅沿海地区出现用工荒，内地也出现不
同程度的招工难。春节前，郑州的宾馆、家政、
食品、餐饮、纺织服装等行业就遭遇人手短缺的
窘境，纷纷涨工资、发礼品以留人。春节过后，
记者在省会街头采访，随处可见各类店面的玻
璃橱窗上贴着醒目的“招工”、“诚聘”广告。在
东明路行走了几百米，记者看到的 5 家饭店都
贴出了招聘广告，有的还许诺“福利待遇优厚”。

2月18日，省人力资源市场举行2011“春风
行动”农民工专场招聘会，78家企业现场提供岗
位 5600 个，求职的只有 3520 人，达成意向的仅
有 2180 人。郑州一家服装企业欲招工 100 多
人，仅招来40多人，巩义一家星级酒店招聘100
多名服务员，却所获无几。

对于招工难，劳动密集型企业感受颇深。
郑州一家知名速冻食品企业人力资源部经理李
媛媛觉得招工一年比一年难：“我们企业每年员
工流失率在 30%~40%，熟练工更是缺。我们经
常要到不同的县市招人，为吸引农民工不但提
高了工资待遇，还推出‘稳定奖’，规定老员工介
绍来新员工，就进行双向奖励。”

在我省机械制造、服装加工等行业，进村招
工、介绍新工人付给介绍费，早已是多数企业的
通行做法。滑县是个劳务大县，农村富余劳动
力达 50万人，该县劳动就业服务局副局长李洪
军却无奈地说，目前该县用工缺口达１万多
人。该县一位企业经理在电话中向记者抱怨
说：“现在的农民工比较挑剔，要么招不来人，要
么是来了待不长久。”

郑州二马路是农民工自发形成的劳务市

场，2月23日，记者看到这里挤满了找活干的农
民，他们面前都放有一张张写着木工、油漆工、
电焊工、杂工等求职意向的“广告”，农民工们感
觉如今找活儿不难，但找个工资、福利待遇让人
满意的活儿并不容易。此情此景，同“招工难”
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说到“用工荒”，刚下火车来到二马路求职
的信阳农民张秋生不由得笑了：“河南是民工
窝，咋会缺民工呢？要说缺也是短期的，只是在
春节前到元宵节这一段。”他告诉记者，与以往
不同的是，这些年经济状况好了，农民工春节回
家后不再急着返城打工，他们村里人多是过了
元宵节才出门。

据统计，目前我省有 800 多万农村富余劳
动力需转移就业，和沿海地区相比，我省劳动力
供大于求的局面基本没变，因此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农民工工作处处长吕志华判断，整
体而言，河南不存在“用工荒”，就业压力仍然很
大。只是在餐饮、纺织服装、电子加工、食品等
劳动密集型、服务型行业和部分产业转移项目
存在一些用工缺口。

每年春节，农民工进行潮汐式的迁徙，企业
用工与农民工返城之间存在“时间差”，省社科
院副院长谷建全认为，用工荒是区域性、短期
性、结构性的，过了农历正月会有所缓解。有专
业技能或受过专业培训的农民工很受欢迎，没
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仍然过剩。

“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

面对连年不断的“用工荒”，许多经济学家
惊呼：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入尾声，“刘
易斯拐点”已经到来。

刘易斯拐点的理论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
主刘易斯提出的，表示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的
转折点，指的是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
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劳动力逐渐减
少，最终枯竭。

知名经济学家梁小民认为，我国现在已面
临劳动力短缺的“刘易斯拐点”，受此影响，劳动
力供求关系将进一步逆转，普通劳动者尤其是
农民工的工资上升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

与此相佐证的是，一家网站进行的“为何出
现用工荒”的调查显示，90%的网民认为“工资
低，没有吸引力”是主要因素。

“刘易斯拐点”在国内不同区域出现的时间
可能不同。有专家提出，东部部分地区的刘易
斯拐点早在 2007年就已出现，中西部地区的刘
易斯拐点会在 2015 年前到来。而在年末举行
的 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
院发布研究报告预计，“刘易斯拐点”将在 2017
年前后出现。

尽管由“用工荒”引发的学术争议——“刘
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到来、何时到来观点不一，
但有一点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中国的“人口红
利”正在逐步消失。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成就
惊人的增长，丰富、廉价的青壮年劳动力形成的

“人口红利”是重要推动因素之一。随着我国人
口老龄化过程加速，“人口红利”正渐行渐远。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
昉认为，到 2015 年劳动年龄人口将转为负增
长，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抚养比的触底反弹，
曾贡献约27%人均GDP增长的“人口红利”2013
年可能消耗殆尽。

一种观点认为，随着人口红利的衰竭，低消
费、低劳动成本的经济发展方式将发生改变，用
工荒就是这一改变的直接体现。省社科院刘俊
哲研究员坦言：“‘人口红利’期一般只持续15～20
年，之后老龄化的不利影响将开始加剧。”

不过，即使劳动力成本大幅上涨，与发达国
家相比，国内的用工成本依然不高。蔡昉主持
的课题组的研究显示，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并不
意味着国际竞争力的减弱。在工资上涨的同
时，只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更快，产业比较
优势和竞争力仍可保持。

“用工荒”背后的喜与忧

舆论普遍认为，“用工荒”对于农民工这一
弱势群体是个利好。

“这是件大好事！”知名财经评论人叶檀认
为，用工荒是产业正在从东部转移到中西部的
正常现象，说明目前对农民工极端不利的恶劣
环境有了改变的希望，说明前两代农民工无法
受到教育、代际传递的贫穷有可能得到扭转，说
明农民工离正常的产业工人近了一步。

在物价上涨和“用工荒”的背景下，农民工
在工资、福利和用工环境等方面的心理预期提
高，新一轮涨薪潮伴随着“用工荒”席卷而来。

今年1月北京市将最低工资标准上调21%，
从3月起广东省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提高18.6%，
4 月起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上调 10%。元宵节
后在郑州举办的一场大型招聘会上，记者了解
到，加薪成了节后劳务市场的“主旋律”，招工的
企业月工资都在 2000 元~3000 元之间，与往年
相比，工资增幅多在10%~20%，一些制造企业招
聘的技工工资涨幅达30%。

谷建全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现在农民工有了更多选择，哪里待遇好就会往哪
里流动，通过选择可以更有效地维护自身权益。

据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统计，2010年
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总量为 2363万人，农
村劳动力转移呈现省内快速增长、省外输出下
降趋势。全省回乡创业的农民工达 66万多人，
带动280多万农村劳动力就地就业。

“用工荒”背后的一大可喜变化是，劳务输
出大省河南已显露劳动力返乡就业趋势。省商
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宋向清认为，这缘于河
南这几年经济增速较快，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
经济的活跃刺激用工量的激增，同时带动薪水
上涨。河南服装业工人的薪水已接近南方水
平，其他行业的工资水平也不比南方差多少，区
域比较优势正逐渐弱化。

近年来，国家惠农力度加大，农产品价格不
断上涨，使农业对农民的吸引力增强，一些农民
开始选择留在家乡发展。正在郑州找活儿的商
丘农民工胡玉林就抱着这样的想法，他告诉记
者：“不想出去了，到外省打工虽然挣钱多，但上
班时间长，生活成本高。如果能在家门口找个

工资差不多的活干，能常回家看看父母，不行的
话回家搞种植养殖也比在外漂着强！”

省人力资源市场职介部部长崔秀池分析说，
前几年，河南向外省输出的劳务人员持续增长，
2005年左右是个分水岭，之后民工逐渐回潮，说
明河南农民对打工的认识一步步趋于理性。

“用工荒”现象的连续发生，也折射出农民
工面临的种种无奈。

据全国妇联调查统计，目前全国农村留守
儿童约 5800万人，近三成留守儿童的家长外出
务工时间在 5 年以上。留守儿童亲情缺失、代
管不力等问题层出不穷，导致许多农民工不愿
再外出。

原阳县农民李先生和妻子曾外出打工多年，
将儿子交给父母照看。虽然挣了些钱，孩子却由
于缺乏管教，经常逃学，刚上初一就辍学了，李先
生觉得荒废了孩子的学业得不偿失。为了孩子，
通过打工手头有了些积蓄的他今年在郑州摆地
摊做起了生意，给儿子找了一所省会的学校就
读。“在外背井离乡打工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不能
不管孩子了！听说最近俺省里有了新政策，在城
市就业一两年就可落户，我觉得自己有了奔头，
孩子也有希望成为城里人了！”

权益得不到保障，是产生“用工荒”的诱因
之一。众多农民工进城打工，却徘徊在城市的
边缘，住房、医疗、子女教育都是难题，他们缺乏
归属感，很容易造成农民工流失。省新农村建
设促进会常务副会长杨柏林认为，要解决“用工
荒”，就要大力加强城镇化建设，使农民就近就
业，把部分农民变成市民。

人力大省并非“高枕无忧”

有着一亿人口的河南是全国第一人口大
省、第一劳务输出大省，虽然眼下就业压力依然

存在，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不可能长期存在，
“用工荒”终将成为普遍现象。

近几年，我省劳动力供应总量增速明显降
低，2007年河南新增劳动力 200多万，去年不到
100万。“2013～2014年，我省劳动力供应总量将
达到峰值。”吕志华告诉记者。

面对这一变化，我省一些劳务输出大县已
开始着手应对。

固始县常年外出务工经商者达50万人，是
全国第一劳务大县。记者从固始县劳务输出服
务局了解到，这个有 165万人口的县，劳动力供
应总量已达峰值，近年来没有继续增长。该局
干部周德宝透露：“我们局将改名为劳动就业服
务局，工作重点将从‘把人送出去’，转变为服务
就业，把农民工留下来。”

为应对用工紧张局面，大多数企业采取的
直接对策就是加薪。然而记者发现，新生代农
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力军，与第一代农
民工外出打工只为挣钱养家的单一追求不同，
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不光对薪水有
更高要求，他们还越来越关注劳动环境、企业文
化和个人的发展等“软待遇”。企业不能适应新
生代农民工的新诉求，也是导致“用工荒”的原
因之一。

李洪军认为，造成招工难的主要原因是企
业只重视用人的硬件环境，忽视软环境。滑县
新区有 31家服装企业，生产车间和宿舍装有空
调的仅有４家，工人忙碌一天回到宿舍后洗不
上热水澡，加夜班的吃不上饭，更谈不上文化娱
乐活动。

“用工荒”的背后，薪资水平、社会保障、人
文关怀等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日益凸显。

毋庸置疑，如何未雨绸缪，应对日益临近的
“用工荒”和“刘易斯拐点”，是河南企业、政府和
社会需要共同面对的一大课题。

我省不存在“用工荒”我省不存在“用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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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心的手机充电器

每换一部新手机就不得不换一个充电
器，家中的手机充电器、手机电池、耳机多
得已经能开小型家电配件厂。手机用户的
这些烦恼将随着一部新标准的出台而结
束。23 日，记者从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
泰尔实验室主任何桂立处得到确凿信息：
统一手机充电器接口的标准已经进入信产
部审批阶段，最快有望今年年底出台。

据新华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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