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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难”再遭遇“用工荒”

结构性用工矛盾怎么解
就业、考研、留学、创业以及待业，如今的年轻人拥

有了更多的选择，但是，大学生就业期望与企业招聘期望

的不一致，使得就业情况难以乐观。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737万人，同比多增

12万人，二季度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8%，与一季度持平，上

半年就业形势总体平稳。但是，技能劳动者数量只占全国就业人员

总量的19%左右，高技能人才的数量更是只占5%，技能劳动者总量严重

不足。

“就业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并将长期存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

信长星表示，“一些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部分企业招工难、技术工人短缺等现象都是

就业结构性矛盾的体现。”

一家位于中关村的餐馆门上贴着一张
招聘启事——包食宿，月薪3000元至4000
元。餐馆负责人李先生表示，餐馆要开分
店，需要大量的服务员，而且对学历要求不
高，踏实肯干就行。“所有员工享受五险一
金，过生日有礼金和礼品，春节中秋发红
包，工龄满两年的员工，还能休年假，并且
天数随工龄递增。”但李先生说，“启事贴了
有些日子了，应聘者却不多。”

山东、广东、浙江等全国多地发布的上
半年就业形势分析报告显示，重点监测企

业用工缺口均有所增大。在劳动密集型企
业、传统制造类和一些服务类的企业里，

“招工难”与“用工荒”表现得更加突出。省
人社厅介绍，我省二季度用工缺口达 26.3
万人，同比增加64.6%。广东省人社厅统计
测算，二季度该省企业缺工 30万至 40万
人，用工缺口数占在岗总人数的6.3%。

而在浙江宁波，重点监测企业上半年
用工需求同比减少了 25%。受复杂经济形
势影响，宁波工业经济增速趋缓，效益下
降，监测企业职工同比有所下降，订单增长

或持平的工业企业数量减少，企业的用工
需求缩小。同时，效益下降加快了企业转型
升级步伐，宁波不少企业开始注重“机器换
人”。

“在未来一个时期内，我国总的劳动力
规模都会保持在 8亿以上，就业总量压力
会长期存在。与此同时，劳动力供求不匹配
的矛盾也相当突出。就业难和招工难并存
的现象凸显。”人社部新闻发言人李忠指
出。

上半年多地遭遇“用工荒”

我国目前中低端加工制造业和服务业
的用人比重一直维持在六成以上，占新生
劳动力近一半的大学生根本无法与市场六
成以上的中低端需求相对接。许多企业提
出急需招收中高层的技术技能人才，但都
反映大学毕业生学历越高越不适用。

“长期以来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企
业主结构已不能适应当今的需要。”中国人
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会长刘福垣指出，“靠低
素质的体力劳动来拼资源、拼人口红利的
时代已经过去。”他认为，企业必须积极进
行产业升级转型，生产高附加值、高技术含
量的产品，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从而降低劳务需
求，缓解用工压力。

人社部表示，加强职业教育和职业培
训是促进农民工就业创业、实现生活改善

最现实的途
径。对于企
业来说，“招
工难”也倒
逼其自身的
转型升级。有
关专家认为，企
业应主动谋求技
术革新和结构转
型。通过不断加大
技改投入，引进和使
用科技含量高和自动
化程度高的生产设备，
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
型、知识密集型等产业发展，从而降低对劳
务的需求，缓解用工压力。 （邱玥）

“招工难”倒逼企业转型升级

对于多地出现的“用工荒”，中国社会
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
伟表示，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有两大原因，一
是劳动力供求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
化，二是合同短期化导致的劳动关系不稳
定也加剧了“招工难”。

“用工荒”问题凸显的背后，折射出的
是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匹配度的巨大差距。
特别是技能劳动者和专业技术人员的供求
缺口明显加大，此类劳动者的市场岗位空
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从 2003年起一直保

持在年均 1.5 比 1 以
上，而近年年均比率
已超过2比1的水平。

“中国仍处于工
业化阶段，这个过程
中需要普通劳动力
的比重大于知识型
人才。现在每年
大学毕业生约
700 万 人 ，中
专、技校、初

中、高中毕业之后不再继续升学的学生大
约也有700万人左右，剩下的1000万余人，
就是军队转业人员、下岗失业需要再就业
的人员和登记失业的人员。这样的劳动力
结构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极不匹
配。”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刘
尔铎说。

企业用工成本的承受力与劳动者
高期望值的矛盾，是导致招工难与就
业难“两难并行”的重要因素。

劳动者缺口明显加大

当听说同龄人赚得比你多
时，你作何感想？通常第一反
应是：这小子可真走运。其实，
让老板加薪有时候并没有想象
的那么难，只要掌握一点小技
巧就能让你的“薪情”大有改
观。

要点1：多请示、勤汇报

职场就是职场，它的游戏
规则是：既要埋头干，也要抬头
看。因为经营或管理的成功与
失败，对老板的影响远远大于
普通员工，因此他希望对员工
的一举一动都能了然于胸，随
时掌握，以尽可能降低风险。
于是便要求下属随时请示汇报
工作，以便及时调整。所以，员
工要理解老板的苦衷，争取加

薪的第一个筹码就是让老板知
道你每天在干什么。

要点2：瞄准新成立的部门
职业生涯教育机构新精英

的资深职业咨询师赵昂解释，
新成立的部门往往大家都不愿
意去，但加入新成立的部门或
新的团队，就可以找到相对公
平的环境，减少论资排辈的阻
力，得到快速的锻炼和发展。
职级上去了，薪资待遇自然水
涨船高。

要点3：主动要求加薪

即使做到上述两点也很少
会让你自动加薪，你还需要一
个核心筹码——你的价值究竟
有多大？

德国财商教育专家博多·
雪佛提出，加薪谈判应该按如
下步骤进行：首先解释为什么
你乐于为公司及你的老板工
作，并表示感谢。然后问老板
如何看待你的工作。如果他没
有谈到你特别的优点和能力，
你要加以补充。这时你需要表
现自信，但不要自大。如果需
要的话，提到你为公司完成的
重要工作。最后向他表示，你
在未来能为公司再做些什么。
这一阶段结束，你就可以进入
主题，说你希望赚更多的钱，并
请老板提出一个建议金额。

要点4：工作才是最好的投资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对工
作好好评估一番：

首先，它是否可以继续使
你的专业能力增值，或者以低
投入就可以培养你的专业能
力，因为毕竟专业能力能增加
你对公司的价值。其次，通常
人们在选择工作的时候是一种

“我想做什么”的心态。但如果
你意识到你是在投资，那么你
想做什么就不如“我需要做什
么”更重要了。再次，是否可以
进行资源整合，让单位平台的
人脉关系对你的生活其他方面
也有帮助。最后，看长线，而不
是短利。如果这四点都满足，
那你可以放心在这个行业或公
司干下去，否则就要尽早规划
职业转型。

（张品秋）

一年加薪20%不是梦

《2014毕业生就业状况》显示，2014年
大学毕业生中七成人优先考虑就业，但是
211和 985学校的毕业生明确一毕业就工
作的比例仅38%。互联网行业对毕业生的
吸引最大，快速消费品和房地产行业名列
二三位。

调查显示，大学生平均参加8.4家雇主
的面试获得第一份正式工作，其中 211和
985院校的毕业生为 7.8家。不过，46%的
受访学生称有毁约经历，名校学生的毁约

比例更高。毁约理由包括薪酬、路程、
工作环境和不喜欢面试官等
各种，更有不少学生表示“自

己也不知道为什
么”，与此同时也有

27%的毕业生
称有企业毁约

现象。
（新晨）

平均面试8.4家
可获一份工作

很多高校为了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
鼓励学生利用寒暑假到与本专业相关的单
位实习。但不少大学生都是“托关系”开
个实习证明，一些人即使找到单位实习也
被“放养”，学不到任何实质的东西。殊
不知，对实习的轻视可能影响到大学生毕
业后的职业发展。

麦可思调查发现，在参与调查的大学
毕业生中，八成毕业生有实习经历。其
中，“只有专业相关的实习”的毕业生群
体所占比重最大，本科为48%，高职高专
为46%。但值得注意的是，有23%的本科
生和 17%的高职高专生没有任何实习经
历。

麦可思调查显示，有专业相关实习经
历的群体在就业现状满意度、职业期待吻
合度、工作与专业相关度上均具有较大优
势，并且“只有专业相关的实习”群体在
这些方面体现出的优势更为明显。具体来
看，本科生中“只有专业相关的实习”群
体其就业现状满意度（61%）、职业期待
吻合度 （51%）、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80%）分别比“无实习”经历本科生高9
个、11个、13个百分点。高职高专生中

“只有专业相关的实习”群体其就业现状
满 意 度 （57%）、 职 业 期 待 吻 合 度
（45%）、工作与专业相关度（76%）分别
比“无实习”经历高职高专生高 8个、6
个、16个百分点。

（新晨）

有专业实习经历者有专业实习经历者
就业满意度高就业满意度高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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