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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涨了没？
快乐多点吗？

! ! ! !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天天会
接触到各行各业的人才，并从他
们提供的劳工合同、税单及社保
交纳明细中，了解到他们的收入
情况。
一般来说，大学本科毕业以

上、!"岁左右在企业担任中层管
理岗位以上职位的人，基于工作
能力、工作经验及职位等因素，
收入一般都在五位数以上。#"$$
年，他们多数人的社保缴金基数
为$$%&&元（封顶）。由此可见，这
些人作为企业的中坚力量，收入
在打工一族中属上等了，他们的
生活水平，在这个城市中也属中
等偏上———出有车，食有鱼，加
上一年一两趟国内甚至国外的
全家游，确实让人羡慕。

羡慕之余，也有感叹：用知
识去改变命运，任何时候都是放
之四海而皆准的。
若和这些人深入交流，也体会到他

们工作压力很大，压力来自于老板、同
行、下属等等，让他们时刻不敢松懈。那
份责任心和事业心，值得我学习。

也碰到过外地高职高专甚至中专技
校毕业来上海企业打工的年轻人。他们
二十出头、三十不到，蓝领人才待遇比一
般打工者好：每月固定工资约'"""多元；
如果生产任务忙，加班多，每月还会有个
一两千元的加班费，加上奖金，一年也有
五六万元的收入。这个收入，含金量比较
可观———因为企业提供免费宿舍和午
餐。如果节约一点，大部分没有结婚的他
们，每年能有三四万收入补贴家里。
这两类人，是我这个基层事业单位

窗口办事员接触最多的。相对他们来讲，
我作为事业单位人员，月入("""元左右，
年入六七万元，与企业蓝领相差无几，但
我工作的强度没他们大，稳定性比他们
高。一比较，就心安理得，不嫉妒不自卑，
心平气和，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微笑为
大家服务。

每年的年度平均工资都颇受关注，网友调侃，只有比照这
个数据才知道个人是否给平均工资“拖后腿”。国家统计局近日
发布报告：2011年我国平均工资实现了较快增长———全国城
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42452元，扣除物价因素，
比上年实际增长8.5%；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24556元，实际增长12.3%。

去年平均工资虽然保持了较快增长，但行业间收入差距问
题仍较突出，金融、IT行业收入高，是农林牧渔行业的4倍多。具
体到个人，对工资增长的感受也不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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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幸福与工资无关”，当
我说出这句话，您一定以为
我是套用范伟在某电影里的
台词：“幸福与金钱无关，与
内心相连。”范伟在片中演的
是一个伪国学大师，我既不
够虚伪，也没有国学大师的
境界，当然说不出这么有水
平的话。我说的意思是，工资
高不一定幸福，工资低不一
定悲催，不过手头拮据肯定
幸福不起来。

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
了一组数据：全国城镇非私
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
!)!()元，扣除物价因素，比上
年实际增长 &+(,；城镇私营单
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

元，实际增长 -)+',……对于其
中工资数字，估计有异议者相对
少一些。但扣除物价因素，有那
么多增长吗？可能大多数人没
有体验到。比如我，按说达到
了平均数，没给国家抹黑，也
没有给本市丢脸，可是我都
越来越感到罗锅上山———前

（钱）紧，那些没达到的情何以堪？
“被平均”，这是个已经被老生常

谈的词，姑且不去说它。就工资而言，
全国平均数本身就没什么意义。比如
年平均工资 !)!()元，在内地小县城
过得挺滋润；到了二线城市，这点钱就
有些紧巴了；如果到北上广，拿这么点
钱只能艰难度日了。所以同样一个数
字，它会让有些人觉得幸福，也会让有
些人觉得痛苦。
即便在同一城市，工资也不能代表

生活水平。在我的同学群中，论工资我排
得上中等，可是生活质量却稳居下游。
“小李子两口子和我们收入差不

多，怎么住着高档小区，开着越野车。
我们节衣缩食，也没有机会换套像样
的房子？”以前我常不解地问老公，后
来我终于明白了。去年，小李子仅花了
几万元就买了一套 -.. 多平方米的
“福利房”，地段一流，小区配套设施顶
级……这就是差距，我们一辈子不吃
不喝，也买不起一套这样的房子，谁叫
人家是国家的人呢？另外，小李子家两
台车，都可以刷单位发的加油卡……
人家的工资是用来买衣服、旅游的，我
们的工资扛着家庭所有支出，所以含
金量相差甚远。

同学聚会时，起初那些年薪几十
万元的外企白领很自豪，不过很快他
们就低调了。他们意识到自己那几十
万元，未必敌得过人家的几万元。何
况你当个外企白领，基本上没人求得
着你；在机关，哪怕当个燕小六这样
的小捕头，恐怕走到街上也会被不少
人仰视。
工资，只不过是个参考数字。在我

们国家的收入“度量衡”尚未统一的背
景下，工资真的与幸福无关。

! ! ! !我所在企业的工资由三部分构成。一是岗
位工资，相当于事业单位的基本工资；二是绩效
工资，说白了就是将岗位工资拿出 -.,/).,，
按工作绩效考核；三是各项奖励性收入。
所以，工资涨或没涨，因人而异。
我去年还不错，因为陪读0女儿高考1，不仅

出差能推就推，就连曾经最爱的麻将也慢慢疏
远。干啥呢？我等中耳炎附体，一戴耳机便撩发
炎症，可若是不戴，光瞅字幕看哑巴电视还不如
不看。上网看新闻看八卦，也总有腻味之时。如
此思来想去，干脆来个身教胜过言传———捡起
久违的专业书，一起学习。
白天工作，晚上学习，渐渐来了些奇思妙

想。于是鼓捣了个科技项目，还申报了专利，编
写的典型经验也弄了个小奖。虽说无法同资深
专家们相提并论，但企业就喜欢这些小、实、活、

新的玩意。我也因此获得一笔不菲的奖励性收
入，且第二项收入也水涨船高，将那些惯于吃大
锅饭的同事的银子“剥”了些过来，同往年相比，
悬殊也以数万计了。年底盘点，周边同事都嚷嚷
工资不涨反降时，领导说嚷啥嚷，你们问问人家
朱工，今年涨了多少？
小开曾获授国网公司专家，按规定，每月本

应补贴 '"""元，可他脱离了原岗位，便只能望
“补贴”兴叹了。一日被老婆挤兑，说是还专家
呢，工资咋越来越少了，八成是个伪专家。小开
是位血性汉子，可以没钱，但不能容忍别人说他
“伪”。翌日便找领导，要求回到最辛苦的运行岗
位。领导婉言相劝，说是进去容易出来难，你当
初脱离运行岗位就是凭的“专家”名头，而今再
回去，你日后想出来就难了，名头也有保质期
的。小开脖子一拧，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没承想，他这招棋真走对了。不仅每月
'"""元的补助尽收囊中，还因此引得掌声一
片，诸如标兵、五一劳动奖等一揽子荣誉非他莫
属，奖金自然也是多多。有名也有了利，老婆自
然笑得合不拢嘴。
当下，我所在企业仍是公民眼中高收入群

体，但这些年工资基数虽说没降，但绝对没涨。
相反，以前那些安于大锅饭的员工，工资收入还
大幅降低。今年年初，领导就撂下话，工资基数
不变，绩效工资浮动比例再加大 )",，要想体
会涨薪的快乐，就看各位的造化了。
忽然想到曾经在同一起跑线的人，几年后

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为何，只是因为有人理财
有方，以钱生钱；有人投机取巧，偷鸡不成反蚀
大米；有人将牙缝里省下的银子，一股脑扔进银
行睡大觉。
工资涨不涨，首先看你是否敬业爱岗，其次

还要用心工作，创新工作，付出才有回报。归根
结蒂一句话，“涨”亦有道。

! ! ! !今年有件值得高兴的事，工资涨了，而且涨了
不少，但这只是个绝对值。要知道，2年了，我们工
资一直原地踏步。所以就算涨了不少，跟飞速上涨
的物价相比，等于没涨。

2年前初进公司的同事跟我说：“我2年前刚到
这里工作时，感觉真好啊。谁知这日子是一年不如
一年啊。”
是啊，2年前，我家换了大房子。当时我一个人

一个月的收入可以买到一平方米，加上老公的收
入，每月的还贷应该没问题，于是和老公合计后果
断出手。彼时，老公的收入比不过我。
多年后，房价翻几倍，我的收入却始终原地踏

步，经常暗自偷笑：“幸亏下手够快够狠，放到现
在，再也不敢买的。”当然忘不了得瑟：“想当初，要
不是我的收入尚可，怕也是不敢买的吧，嗯？！”老
公连连点头称是，随后一脸得意的笑，说：“但好汉
不提当年勇，此一时彼一时嘛，是不是啊？”
唉，还能说什么呢！老公的收入一年比一年

高，很快就远超我，且差距还在继续扩大。我能做
的，除了抱怨永远没有变化的工资单，就是看紧老
公的钱袋。
抱怨归抱怨，作为公司的资深员工，也不是不

能理解。这几年正是公司改制转型的关键时期，大
环境又不好，市场无法拓展。没有市场就没有业
务，没有业务自然没有收入，公司拿什么给员工涨
工资呢？

想起2年前，公司风头正劲，各项业务做得风
生水起。新来的领导做出承诺：在任职期内，让每
位员工买房买车。
事实上，他上任后，员工的工资确实飞跃性增

长，买房买车潮，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可是没多久，公司就面临一系列的改革，走到

现如今这一步，涨是应该，不涨也有道理。是员工
的都希望涨工资，当领导的其实也想涨，但企业靠
的是自身实力，实力不如人怎么涨呢？
员工还有一条路，受不了千年不涨的工资，抬

腿走人。不过，说狠话的多，这么多年真离职的没
几个，在这边好歹还是正式编制，而且因为2年前
不低的收入，自我安慰时也会想，就当一次性涨了
2年，算是给这2年存的。

得知每月的工资单多出一笔钱，我格外惊喜，
领导虽只承诺这笔钱发到年底，明年还要视情况
而定。我们也一笑了之：管他呢，能涨就不错了。要
是没这阿3精神，哪有开心的日子过呢！

! ! ! !前年 '月，欧债危机开始，外贸行业不景气，
我们公司两个南方办事处先后关门，杭州办事处
也裁了好些人。按说这样的大背景，我们也不该指
望每年惯例的加薪。可物价涨得那么快，我们都要
养家糊口，茶水间里聊着聊着，就演变出一个集体
行动———联名写 4!5678，要求加薪。

4!5678发出没多久，就收到德国总经理洋洋
洒洒几百字的华丽回信，虽说感谢我们的付出什
么什么的，只是中心思想，简而言之只有两句话：
一是形势不好不能普遍加薪；二是个别表现特别
好的员工公司会咬紧牙关加薪，单独给邮件。
这个信，马上将我们同盟军击碎。
等了大概一个礼拜，我和另外两个同事加薪

了。(9:&,不等，赶超不了 ;<=，只能自我安慰，
>?@@?A @B6C CD@B7CE，更何况还有那么些同事没有
加薪———这导致我们加薪的快感被夸大了，跑不
赢 ;<=的挫败感被削弱了。

第二年，也就是去年，公司形势更不好。有过
前一年被总经理各个击破的经历后，大家心也不
齐了，也没有人提联名写信了。
不过表面上静悄悄，私下暗潮汹涌，到去年夏

天，好几个入职年份短的同事都辞职了。
也有像我这样的老人，在辞职还是等公司破

产或者被裁拿补偿中煎熬。终于在去年年底等到
公司破产———原谅我等很不厚道地说几乎是“盼
到”———各自领了赔偿金，稍事休息再找工作———
这点德国公司还是蛮厚道的，对于破产似乎心怀
内疚，给的推荐信都足够体面，所以大多数同事都
很快找到新东家。

换个新单位，老同事互相一联络，说薪水都涨
了几成。像我找的新工作，到手的现金只多几百元，
但是多了住房公积金，这一块比前公司高出 )...

多元，算算百分比，应该是把 ;<=远远赶超了。
想来，“树挪死人挪活”这句话还是有点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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