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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年前我在某医院工作，同是洗
衣间的两个工人，一个月工资上千，另
一个却只有三四百，她们经常一起推
着车子到各病区送洗好的被服，不知
底细的人能从她俩的表情中猜出她们
“身份”：有编制的那位稍胖、懒散，脸
上总是怡然自得甚至有些倨傲，而没
编制的那位身姿很低、笑容太多，行事
处处小心、对人热情讨好……
当时，我所在的急诊室也有一位临

时工阿姨。偌大的输液室，她一天要拖
三四回，干着干着，脸上就有焦躁和怨
恨，时常对乱丢垃圾的人骂骂咧咧。而
那些乱丢垃圾的人反唇相讥，根本不把
她当回事。但她终究一直在医院坚持
着，一是自己也无其他技长，二是待久
了总有些留恋，三是自己家亲戚朋友生
病了，她厚着脸皮也能得到一些类似于
“本院职工”的优待。有一天，看到她在
自己的小杂物间收拾东西，一问才知她
“退休了”。她还是很高兴的，按医院当
初的约定，她干满了 #"年，以后一个月
可以领到三四百元的“退休金”。
后来，不知怎的，医院的护士也出

现了“临时”二字。一批活蹦乱跳的小

姑娘走进医院，穿上护士服穿梭各病
房。外表看除了稚嫩些水灵些无大不
同，而内部人都知道她们只是拿四五百
元工资的“临时工”。有编制的人对这些
“临时妹妹”一样相待，有时甚至爱护有
加。但因为跟医院的“临时”关系，一些
操作技术要求高的工作，护士长就不分
派给她们做，只派遣她们做一些跑腿、
配药等低技术含量的工作。于是，在每
个病区，工作服最脏、走路最忙的那一
个肯定是“临时工”。每一个“临时工”
小姑娘都卖力地干着，脸上含着笑，
眼神却有点怯。其实，她们进医院绝
对不是冲着几百元的工资，而是冲着
“转编”的长远规划而来。

“转编”了没有？现在打听过去，
不光不“转编”，医院已经大批使用这
样的临时工。再有护士进医院，不要
问，准是临时工。那些和我当年一起
参加工作的同事，如今已经成为“元
老”，纷纷转变为这些临时工的指导
老师，上班常常是坐而指挥，夜班什
么的，元老们早已不需再上。只不过
听说临时工的工资，也已经由当初的
四五百元升到一千七八百元。

因为身份是“临时工”、“派遣
工”，所以同工不同酬，工作量、工作
内容完全相同但待遇迥异———这些
现象有望立法规范。实施3年半后，
《劳动合同法》启动修订，修正案草案
明确规定，劳务派遣用工须同工同
酬，劳务派遣工只适用于“临时性、辅
助性或者替代性工作岗位”。

之前，有些企业为缩减用工成
本，大量使用派遣工、临时工，甚至把
劳务派遣作为用工主渠道。此次立法
规范劳务派遣，对企业用工，对个人
求职会带来哪些影响？你的公司里有
派遣工吗？他们的境况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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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前几天，在黄浦区一家
三甲医院的电梯里，听见一
名电梯操作员正向送饭的
护工抱怨：大热天的，为什
么保安发了防暑降温的饮
料，他们却没有，“不都是某
某公司派遣的嘛？！”闻听此
言，我心里暗想：“呵，不止
劳务派遣工与在编员工待
遇不同，同样是劳务派遣
工，待遇也有差别呢。”
说起劳务派遣工，我也

心有余悸。想当年，我进入
这家著名国企时，正好是实
行劳务派遣制度的第一年，
而且，我没得可选，甚至无
处可逃———因为在与国企
签合同时，我们事先并没被
告知将被“派遣”———要和
一家劳务派遣公司再签署
一份劳务派遣合同；而且此
时全系统都同时开始实行

劳务派遣制度，除非我们愿意专业
不对口，否则都逃不出这张大网。
那时的我们“很傻很天真”，不

知道劳务派遣与正式在编的待遇区
别。更何况，好不容易挤进名牌国
企，也没有底气和本钱去计较身份
了，捧着薄薄一页纸且语焉不详的
合同，只剩下一颗“感恩的心”。
后来工作久了才知道，身份不

同，待遇差别还是挺大的，其中最显
著的一点就是少了“两金”———补充
养老金和补充公积金。就这两项，派
遣工每个月就比在编员工少 !"""

多元的收入。这个数字看着不大，但
日积月累下来，还是挺可观的。我的
一个同事甚至说，她早就觉得这份
工作没意思了，看在每个月有“六
金”的份上，才坚持至今。
不过，最近传来好消息，大家都

在批评同工不同酬的劳务派遣制度
十分不合理，所以系统内的一些企
业已经开始逐步将派遣制员工转轨，
利用老员工退休腾出来的编制，将派
遣制员工的身份慢慢“洗白”。据顺利
完成转轨的同行说，第一个月拿到的
工资单，净收入锐减一两千元———不
过，“越少越开心”，说明单位里交纳
的补充养老金和补充公积金很丰厚
嘛。而且，每个月还增加了各种福利，
夏季有冷饮费，过生日领蛋糕券，过
年发鸡蛋票和米票，春季还发花展的
门票，真是季季有惊喜。
听闻这些美事，我们这些还生

活在水深火热里的派遣兄弟们个个
口水嗒嗒的，都在期待曙光早日普
照到我们这片土地上，把我们一起
解救了吧。

! ! ! !其实这年头，“临时工”的说法已
经很凹凸（&'(）了，很少有单位会很直
白地把“临时工”性质的员工直接称为
“临时工”。

譬如我们所在的那所高职院校，教
职员工可分为五种形式：第一种是老员
工，有正式编制，是唯一的正儿八经的
正规军，人事关系什么都在学校，合同
#年一签，服务 !"年以上可签无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五险一金”样样齐全，
年资老的有福利分房，再不济的也有一
大笔住房补贴；第二种是人事代理，人
事关系是放在人才市场，合同 #年一
签，从待遇上来说区别也不大，“五险一
金”也都有，但到底跟正式编制的员工
有一定区别，像医保、住房等待遇上跟
正式编制的员工更是有天壤之别，所以
人事代理形式的员工常自嘲为“长期临
时工”；第三种是人才引进，有人事关系
进来的、有借用的、有退休返聘的，年薪
制，一人一价，被称为“高级临时工”；第
四种是合同制，合同一年一签，有最低
一档的社保医保，但无公积金，后来虽
然也有公积金，但也是最低一档的，像
专职班主任、公寓辅导员，一般都属于
这一类，说白了，就是以前的临时工，换

了种说法罢了；第五种，才直接称之为
临时工，譬如像保洁、食堂员工等等。
而现在《劳动合同法》要修订，“临

时工”“派遣工”要同职同酬，更是有公
司未雨绸缪。前段时间，表哥所在的公
司搞竞聘，竞聘过后，有正式编制的员
工统统升了一级，亲戚朋友纷纷要其
请客！表哥说，这是啥升职啊，给我们
吃只“空心汤团”罢了！表哥就解释说，
公司以前很多业务，譬如像客服这一
块，都是临时工做的，现在那些临时工
都有正式编制了，但编制是给你了，薪
水还是那么点薪水啊，怎么办？就把我
们这些有正式编制的老员工统统升一
级———职位普遍上浮一级，薪资没啥
变化；而那些的临时工虽然转正了，照
旧拿最低一级的薪水。
所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大多数

单位用“临时工”，本来就图个便宜实
惠，真要同职同酬，那大不了不叫“临
时工”嘛，改个名换个姓整个好听点的
名儿不就 )*了！

当然总有某些单位，即使同工同
酬，还是咬着牙也要用几个正儿八经
的“临时工”，不然，万一工作上出点差
错，没有了“临时工”，那找谁担着呢！

! ! ! !临时工，应该是计划经济的产物，
因为非国有企业都是聘用制，没有铁
饭碗的正式工，所以便也没有真正意
义的临时工。就像黑夜要对应白天才
能存在，临时工也是与正式工对应而
存在的。
多年前，我曾经当过临时工。那时我

们厂停产了，本着互帮互助的精神，隔壁
厂收容了一部分我们厂员工作为临时
工。隔壁厂是一家特大型央企的附属企
业，在那家央企内部属于边缘分子，福
利待遇远低于主体厂。平日里他们的员
工既自卑又很有怨气，不过我们这些临
时工的到来，让他们有了底气。
“把这块铁板搬到那里去！”一个

正式工吩咐我们。他也只是工人，并
没有谁赋予他指挥我们的权力。不过
这种现象很普遍，好像只要是正式工
就可以使唤临时工。两个厂中间只隔
着一道铁网，以前上下班经常遇到，
许多人互相很熟。可是有了正式工和
临时工的分别，隔壁厂那些工人就个
个自认为是“小主”，把我们这些临时
工当“奴才”。后来因为业务关系，我

们经常去那家央企的主体厂施工，发
现那里情况更严重。在一线干重活的
几乎都是临时工，正式工俨然是“工
人贵族”，往往在一旁聊闲天，笼着袖
子当“相公”。

临时工劳动强度比正式工大得
多，苦累脏险，工资却比正式工少许
多，而且几乎没有福利。大家工作之
余，不免感慨体验到了当“亡厂奴”的
滋味。放在任何一个市场化的企业，有
了我们这些临时工，那些正式工养尊
处优成了“八旗子弟”。
随着改革的深化，央企的附属企业

渐渐剥离给了地方，我们隔壁那个厂子
被“断奶”之后很快衰败下去，先是没钱
请临时工了，那些正式工不得不亲自干
活。然而懒散惯了，车工车不好螺丝，焊
工焊不好板材，电工也是三脚猫……可
想而知，到市场上找饭吃之后，这家厂
很快倒闭了，他们那些员工大多遇到就
业困境，欲当临时工都不得。
员工不分临时工、正式工，是大势

所趋。这不仅是个职场问题，更是人权
问题。

! ! ! !近几年，我们局除了下属
的事业单位正式招聘专业技术
人员外，机关里从来没有招过
正式的公务员，也不向省厅上
报什么“机关招人”计划。按局
领导的说法，专业技术人员没
有是不行的———众多的业务工
作需要技术人员支撑，而公务
员则可要可不要———那些活比
较简单，谁都能干。
不过，再简单的活儿也要

人干呀，机关又不能像企业那
样招聘“临时工”“派遣工”，怎
么办？其实也简单———这些年，
机关里的“临时工”“派遣工”换
了个名字，叫“政府雇员”，多是
由一些年轻、有活力、能干事的
大学生充当。这些大学生多是
文科背景，在专业岗位上无法与
理工科大学生竞争，而公务员招
考又多是“百里、千里挑一”，难
度非常大，于是，只好先在机关
里临时性地干个一两年。
“政府雇员”的劳动量远远

高于机关在编人员，但待遇却
远远低于在编人员。像我们局，
会务、文秘、外勤以及各项检查
前的准备工作，几乎都是“政府
雇员”来做。这些年轻人来去匆
匆，忙得汗流浃背，但正式人员
却“一杯茶、一张报”地享受着
机关生活。每逢过年过节，局里
总要发些实物。东西的采购、运
输、分发都是由“政府雇员”们

来做，但他们领到的实物，却只
有在编人员的一半。前不久，局
里参加市里的广播操比赛，“政
府雇员”自然是比赛的生力军。
他们穿的运动装，表面上看和
我们在编人员一样，但价格却
只有我们的一半。

至于公积金、年休假补贴
这类福利，局里的“政府雇员”都
是无法享受的。财务人员曾经
算了一笔账，“政府雇员”的年总
收入只有在编人员的三分之一。

除了经济待遇差别大，“政
府雇员”在单位也没什么政治地
位。局里为一些重要的事而开
的全体职工会议，一般都会注
明参会者必须是“在编职工”；
年终考评、述职以及领导测评
等机关“政治生活”，也都没“政
府雇员”什么事。

换句话说，你“政府雇员”
就是干事的，就是局里的“临时
工”。如果事情干得不如领导的
意，领导们也最爱对“政府雇员”
发火，如果年轻人解释得不恰
当，或是顶上一句，领导们最喜
欢的“训”的一句话就是：“不想
干你可以走！”
是的，现在大学生就业紧

张，只要机关单位一发布招聘
“政府雇员”的启事，前来应聘
的大学生就会络绎不绝。这也
是“政府雇员”之所以廉价的市
场学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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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变”临时工 蓝色咖喱粉 +设计师,

廉价的“政府雇员”霍雨佳 +公务员,

临时工VS正式工 朱辉 +咨询,

“转编”了没有？ 月方 +校医,

本版整理 施淑洪

欢迎来帖帖帖帖帖帖帖帖帖帖帖帖帖帖帖帖帖帖帖帖帖帖帖帖帖帖帖帖帖帖帖帖

插图 镜任

"下期预告#

!"#$$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