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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最低工资标准平均调增幅度
!"#$%（去年增速为 !!"）是高是低，
工资高增长能否持续，工资增长的
“负效应”能否避免？带着这些问题，
记者采访了这一领域的专家。

19.7%仍属高增长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

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说：“!"#$%的
增幅虽然有所降低，但仍然属于高
增长，高于 &'(增速，高于劳动生
产率增速，也高于‘十二五’规划目
标。”
苏海南介绍，最低工资标准的

调整要考虑多方面因素，包括劳动
者及其赡养人口的最低生活费用、
消费价格指数、平均工资、经济发展
水平等。国家规定最低工资标准每
两年至少调整一次。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压力下，
)**"年最低工资暂缓调整，)*!*年
和 )*!!年我国经济增速较高，就业

需求比 )**"年明显增长，物价涨幅
也较大，综合这几方面因素，很多省
份大幅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个别
省份增幅达到 +*%以上。”他介绍。
“但这种 )*%以上的增幅是不

可持续的。”苏海南说，“今年 &'(

增速有所放缓，物价水平较之去年
也有所回落，因此最低工资增速下
调一些很正常，而且 !"#$%的增速
仍然算高的。”

较快增长能否持续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

心主任郑功成说，过去多年我国工
资增长慢于 &'(增长，导致劳动者
报酬占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持续下

降，近几年的较快增长可说是一种
补偿性增长。
“尽管我国劳动力总量上仍然

供大于求，但无限供给的时代已成
为历史，‘招工难’‘用工荒’现象就
是最好的体现。”郑功成分析，“新生
代劳动者基于受教育程度的持续提
升，其对包括就业平等与合理报酬
等的追求也在持续升级。”
“从国家发展进程来看，我们不

能老是以落后国家作为参照，不能
老是以劳动者报酬低水平为荣，而
要从以低劳工成本为竞争优势转向
以高素质劳动者和与之相匹配的薪
酬水平，以及产业升级、核心竞争力
不断增强为追求目标。”郑功成说。

苏海南认为，只要工资增长水
平不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水平，这
种增长就是可以持续的。

“负效应”能否避免
“最低工资已经超过 !+**元

了，工资压力能不大吗！”史麒在天
津经营着一家服装加工厂。他介绍，
工厂工人的工资已经从去年的
))** 元左右上升到了约 )$** 元。
他盘算着将工厂迁到中西部地区。
郑功成说，较之一些东南亚国

家，中国的工资水平正在不断上升
并超过这些国家的平均水平，这是
最近 +*多年持续高速增长带来的
必然结果。

郑功成认为，我国不仅要努力
促进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和改变目前
的经济增长方式，更要将产业升级
作为经济模式转型与改变增长方式
的基本出发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保障
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指出，转型升级
固然重要，但我国有巨大的就业人口，
有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能完全抛弃。
“实际上，初次分配结构还有着

巨大的调整空间，如减轻税负、适度
调节资本收益等都是可行的。”郑功
成认为，上述手段可以在很大程度
上抵消人力成本上升对企业的影
响。他同时指出，应当看到，工资增
长必然带来消费增长，进而构成国
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源。他说：
“正常的劳动者报酬增长必定带来
良性的经济发展，良性的经济发展
又必定为正常的劳动者报酬增长创
造条件。” 新华社记者 徐博

!据新华社北京 #月 !$日电"

专家认为，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已成历史———

最低工资标准增幅19.7%是高是低？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尹成

基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截至6月
底，今年上半年全国有16个省份调整了最低
工资标准，平均调增幅度为19.7%。

尹成基说，目前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
是深圳市150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
是北京市14元。12个省份发布了2012年度
工资指导线，基准线增幅普遍在14%左右。

! ! ! !本报讯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
道：日前，一份针对安徽省新生代农
民工的调查显示，,*%的人基本上
不会干农活。
“出生于 )*世纪 ,*年代以后，

年龄在 !-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
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被定义为
“新生代农民工”。根据国家统计局
公布的数据，)**"年新生代农民工
已超过 ! 亿人，占农民工总数的
-!#$%，占全国职工总数近一半。
安徽省合肥市十多名人大代表

对该省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显示，

这个群体还有着许多与父辈不同的
特征：没有挨过饿，没有受过冻，温
饱问题在他们头脑里没什么概念，
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及父辈。最
重要的是，他们大多已经没有了安
居故土的技能：,*%的新生代农民
工基本上不会干农活，+,%的人从
来没有务农经验。清华大学“新生代

农民工研究”课题组一项针对长三
角、珠三角、环渤海等区域的新生代
农民工的调查显示，..%的人完全
没有务农经历。安徽省人大代表的
调查还显示，省内超九成新生代农
民工更愿意留在城市，/$%的被调
查者希望在城市定居，而前述清华
大学课题组的调查数字为 /,#.%。

今年 $月 /日首届全国农民工
社会工作服务创新研讨会上，农业
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赵长保
介绍，超过六成的新生代农民工对
自己务工的城市缺乏归属感。“没有
合适住房”“子女入托入学难，费用
太高”“家庭收入偏低”和“享有的社
会保障水平不高”……新生代的农

民工普遍存在这些融入障碍。
安徽省团委课题组 )*!*年对

全国多个省市调查、于 )*!!年形成
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研
究报告》中显示，有 +-#/%的人感到
得不到尊重，+$#)%的人出现过痛苦
失望，"#$%的人有过愤怒报复心理。
不少专家认为，培育和吸引新

一代农民经营农业，吸引新生代农
民工返乡从事农业活动，国家政策
要大力鼓励支持农村培训，才能解
决新生代农民工不会农活、回乡没
事干的尴尬。（王佳逸 赵展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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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挨过饿没受过冻也没有安居故土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