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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中国农民工总量 2.7747

亿，比上年增长 1.3%，但劳动人口却

是连续四年萎缩。简单推算，90 后

人口总数比 80 后少 37%，00 后又比

90 后少 24%。这意味着可以补充的

劳动力可预期将是逐步递减的。

用工成本不仅令中小企业“压

力山大”，即便是跨国公司也难以承

受。阿迪达斯 2015 年关闭了其位于

苏州地区的在华唯一直属工厂，将

生产线转移至东南亚，这被业内解

读为是被用工成本逼走的。

国际市场上用工成本提高较快

的也不只中国。比如，虽然非洲的平

均用工成本比中国低，但 2010 年和

2011 年，埃塞俄比亚的制造成本增

加 18%，同期在中国只增加了 7.7%，

预估 2019 年非洲国家的生产成本将

高于中国。只要中国企业积极应对

用工成本问题，从长远看，境外对手

在成本上的竞争力将逐渐减弱。

人贵利薄：转型阵痛无期

针对目前企业用工成本提升的

现状，政府应该及时调整相关政策，

以更好支持企业发展。比如上海市

在 2016 年 10 月份，通过调整本市城

镇职工社会保险缴费比例，总体上

调低了企业的缴纳比例，来减轻企

业负担。这被认为是降低了企业用

工成本，受到企业欢迎。

为了促进企业发展，建议各级

政府要积极落实企业减负政策，扩

大企业盈利空间。通过调整社会保

险缴费基数，降低各种形式的社会

保障缴费，取消显著增长而又带来

分配不公的住房公积金制度，让企

业负担降下来，企业才有能力提高

劳动报酬，才有可能稳定就业，并

“保证职工工资的可持续增长”。

尽管最近两年中国经济发展势

头趋缓，但中国依旧是最大的发展

中国家，成本的上涨不可避免，企业

最重要的还是想方设法提升产品的

竞争力，这样才能在市场上立于不

败之地。只能靠多做多卖产品，薄

利多销来应对工人工资增长。如果

不注重提高员工福利，会使人才流

失，招新员工不但需要花钱培训，还

会影响生产效率和质量，损失更大。

面对企业用工成本提高，中小型

加工制造业只能靠扩大订单来作为

应对手段。市场行情越不好的时候，

越要注意产品的质量和服务水平。

企业只有痛下决心迎难而上，尽可能

地提高员工的福利待遇，激发员工的

创新精神，为企业创造更大价值，才

能使企业成本上涨得以缓解。

政府研究机构专家张丽宾：

用工成本高不只中国

企业管理专家刘斌：

增订单应对成本上涨

人力资源管理专家张晓彤：

需落实企业减负政策

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调查

整个2016年至今，在经济下行

背景下，制造业企业感受到了来自

于销售减少和人力成本上升的双

重压力。近日，《中国企业报》记者

在一些中小型制造企业调查采访

时发现，很多企业都受到劳动力成

本上升、毛利润被稀释、面临用工

荒的困扰，虽然其中一些企业在积

极采取多种途径破解困局，但整个

制造业依旧不甚景气。这其中，传

统的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企业日子

则更为艰难。

人力成本上升
稀释利润

“现在的情况是生产型企业不

如纯销售企业，因为生产成本过

高，如果我生产一台锅炉，光人力

成本就要占毛利的40%左右，再加

上原材料及其它各种税费，几乎没

什么利润空间。所以自主研发产

品不如做销售，销售一是能节约人

力成本，二是客户结构也会得到优

化，利润率也会高一些。”东莞市东

锅热能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建

华在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谈起企

业现状时，颇为忧虑。

据黄建华介绍，东莞市东锅热

能设备有限公司创建于2005年，现

有员工40余人，其中技术人员占一

半以上，而且技术人员工资福利待

遇普遍较高，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

下，企业也不景气，但一些员工还得

养着。

“不养还不行，企业不能根据

自己的经营状况轻易解聘员工，裁

员的成本已超出了企业的承受能

力，这也无形增加了企业的压力。”

黄建华很无奈地对记者说。

辛辛苦苦一整年后，黄建华发

现，2016 年虽然销售额翻了一番，

达到3000多万元，但是赚到的钱被

快速上升的成本稀释了很多。过

去 3 年间，他的用人成本上涨了

40%。他说：“2016年，将社保公积

金之类的算进去，人力成本占公司

营业收入的15%左右，2017年随着

人力成本的提高将会占到 20%。

其实我们的产品附加值较高，每卖

出一件的毛利润在40%左右，这样

的成绩在制造业中已经算非常高

的了，但是一年下来到手的纯利润

不到10%。”

无独有偶，这样的类似问题也

摆在了临沂金豪管业科技有限公

司面前，虽然已在2016年5月通过

了美国石油协会 API 认证打开了

国外市场，但该企业依然感受到了

压力。

该公司总经理崔宝金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随着制造企业人力

成本的提高，给企业正常运营带来

了一定的压力。目前在临沂这种

三线城市，公司办公室文员工资在

3000多元，车间工人的月收入也在

4000多元的水平上，按照当地的企

业缴费基数计算，每个月公司要为

每一位员工承担900多元的社保费

用。现在我们这些从事传统制造

业的企业经营不是很景气，但人力

成本却在逐年提高，这样就使得本

来就已经比较薄的利润被进一步

压缩，如果不改变我们这种中小型

企业就快喘不过气来了。

关于如何破解人力成本上升

所带来的压力，崔宝金表示，企业

应在产品创新上做文章是解决途

径。以金豪管业为例，创新研制出

的双金属复合管很快被市场所接

受，大笔的订单费用反哺到人力成

本上，原来被视为压力的人力成本

被减轻。

被动提高工资
恶性循环

“用工成本一直在提高，每年

至少10%。如何稳住员工，保证员

工的待遇，已成为影响企业生存的

头等大事。”智通集团北京中晟佳

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

春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王春贺告诉记者，员工成本一

直在涨，2016年仅上半年工人平均

工资就比去年提高了200多元。不

管经营状况如何，每年都必须提高

一些员工待遇，用工成本越来越

高。今年他所在公司的熟

练工人不算加班费月工资

能开到 6000 元以上，如果

销售旺季算上加班费，每个

月能拿到七八千元，有的技

术骨干甚至一万出头。

王春贺认为，用工成本增加是

国内加工制造业最近几年面临的

巨大挑战，无论企业效益如何，每

年都要保障员工待遇有明显提高，

否则可能就会面临用工荒。王春

贺表示，在北京一般的工人只要正

常上班，每个月起码有五六千元的

工资，不管年龄大小或有没有技

术，即使刚出来工作也要有三四千

元左右的月工资，提供这样工资标

准的企业才能留住人。

《2016 年三季度人才报告》显

示，北京全行业平均工资数为6906

元，居全国之首。“面对北京越来越

高的平均工资数，像我们这样的制

造加工类企业真的是难以为继。”

王春贺显得忧心忡忡。

这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劳动密

集型制造业企业“扎堆”的长三角

地区。

“随着当地生活水准的提升，

工资也跟着上涨。春节临近，有些

员工要回家过年，在肖江镇的百余

家企业中，只要有一家涨工资，其

他企业都会产生连锁反应，否则员

工就会跳到工资高的企业。”位于

浙江温州市平阳县肖江镇淡浦工

业区的温州宏旭包装有限公司董

事长陈积聪告诉记者。

陈积聪说，宏旭包装主要生产

制造编织袋筒料、面粉袋、米袋等

产品，现有员工100多人。普通工

人的月工资有4500元左右，技术人

员工资在 6000 至 8000 元，而企业

在社保、住房补贴等方面，都按照

当地标准系数在缴纳。

陈积聪向记者表示，传统制造

行业靠的就是工种的熟练性，技术

含量不高，人员流动性很大。在各

种成本不断挤压下，已陷入持续低

迷现状，这几年随着人力成本的上

涨，公司因人力成本加大带来的

“阵痛”始终成为企业发展的强大

压力。面对逐步提高的人力成本，

企业必须提升传统制造业的科技

含量，提高品牌附加值。

社保缴费过高
压力山大

虽然没有不涨工资就可

能面临“用工荒”的局面，但每

年不断增长的社保交费标准

也使河北安丰钢铁有限公司

压力不断增加。

该公司副总经理张庆来对记

者感叹，“现在钱越来越难赚了，而

员工的社保交费却一分不能少。”

在“去产能”背景之下，钢铁行

业的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中小

企业一方面是订单明显减少，另一

方面是企业的社保交费标准在不

断增加。“以用工成本为例，本世纪

初劳动工资在600元左右，现在要

翻 6 倍，大概在 3600 元—4000 元。

但是产品价格的增长却没有6倍。

现在‘四险一金’按照工资比例来

交，在企业劳动成本中这一项占去

40%左右。”张庆来说。

记者调查发现，社保缴费过高

是劳动力成本持续增长的因素之

一。社会保险缴费占企业劳动力

成本的比例从2010年的14.8%上升

到 2014 年 和 2015 年 的 18.2% 和

19.4%。在企业销售收入下降时，

社会保险缴费占比过高、增长过快

的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

张庆来对此表示，在企业所有

劳动力成本中，增长最快的是住房

公积金和企业为职工代缴的住房

租金，2014 年和 2015 年增速分别

达到19.0%和10.1%。

虽然人力成本的上升让很多

制造业企业头疼不已，但也有应对

自如的例子。

广西御丰实业有限公司董事

长刘柏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御丰实业，主要从事大米的加工制

造等进出口贸易。现有工人60多

人，目前国内有30人，其中各类专

业技术人员占三分之二。现在员

工月收入已达到超出当地平均工

资水平的6000多元，而这样的人力

成本并不让御丰实业感到吃力。

能让御丰在经济下行背景下

左右逢源的方法就是员工持股。

刘柏骏说，自从公司实行员

工 持 股 以 来 ，得 到 了 很 大 的 发

展。员工兼具劳动者与所有者的

双重身份，提高了凝聚力和市场

竞争力。持股后的员工劳动干劲

十足，自愿加班加点，及时完成工

作并主动帮助其他员工，工作效

率大幅提升。

本报记者 洪鸿马国香

群策

自2005年以来的十年期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了五倍，比1995年涨了15倍，对于中国企业而

言，人力成本的高企，已经极大影响了企业的发展，一些小型企业，甚至出现生存的困难。企业该如何

应对人力成本高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