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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有网友在新民网!我有议案提案"栏目中发帖给参

会的代表#委员$曾在国外马路上看见停车咪表%不知为

何物&后来上海也有咪表了%起先热闹过一阵子%可很快

便乏人问津%不但设备闲置%而且增加保养管理等费用&

咪表会不会就此!无疾而终"' 叫好不叫座形成的浪费%

不仅是咪表%值得思考& 潘佳 文 郑辛遥 图

代表委员热议劳务派遣如何规范
劳务工和正式工干活一个样，待遇差得远，没有归属感———

! ! ! !主持人!本报记者

嘉宾!市人大代表严爱科#袁立#张

雄伟%市政协委员陈柳宏

“干的是一样的活，拿到的工资奖金
却只有正式工的一半，社保费、过节费、
车贴、餐补少得可怜……不知道哪天就
会被炒了，没有归属感！”网上的一个帖
子，道出了许多劳务派遣工的心声。

韩正市长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提出要“规范劳务派遣”。记者请来 !位
市人大代表———普陀区总工会原主席严
爱科、上海富大胶带制品有限公司董事
长袁立、上海市安装工程公司一分公司
高级技师张雄伟，以及市政协委员、上海
华东建筑机械厂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陈
柳宏，共同就此交流看法。

非公企业普遍用劳务工
严爱科!去年 "月，上海出台了《关

于规范本市劳务派遣用工的指导意见》，
不少国企已开始对劳务派遣工进行梳
理。去年，市国资委系统劳务派遣用工总
量减少了 !#$万人，降幅达 %"&。然而，
我参加市人大劳动合同法执法检查发
现，在许多非公企业，劳务派遣工依然十
分普遍，在有些加工制造企业，劳务派遣
工使用比例达 '(&。

陈柳宏!上海劳务派遣工的使用中，
主要有三个问题：使用单位多达 )万多
家、劳务派遣员工 *+(多万人；劳务派遣
公司数量无序扩张，经营企业达 *,"万多

家；很多企业实际使用劳务派遣工的岗
位，与劳动合同法第 --条所界定的“临
时性、辅助性、替代性”的原则严重背离。

张雄伟!在上海工作的大部分农民工
都是劳务派遣工。我自己也曾是个“劳务
工”。我 *'.'年从江苏来上海打工，直到
/++'年户口落到上海，才成为正式合同
工。我接触到的许多农民工兄弟，最大的心
愿都是成为合同工。他们说：“因为不是正
式员工，干活心情不一样，没有归属感。”

严爱科!使用劳务派遣工，企业可以
降低成本、规避劳动关系中的矛盾。一旦
发生工伤事故或者劳动纠纷，企业可以
把职工推向中介公司，而中介公司又能
承担多少责任？一句话：企业用劳务派遣
工是为了省事！

企业“省事”损失忠诚度
主持人!去年 ""月%上海出台规定%

把农民工的社会保险从!综保"转为!城

保"& 无论是否使用劳务派遣工%企业在

社会保险这一块成本都无法 !节省"%这

给规范劳务派遣用工提供了契机&

袁立!用劳务工，看上去企业是省了
一块，但损失的却是员工的忠诚度。我们
公司共 0++名员工，没有一个是劳务派
遣工，全部签订劳动合同。在我们企业，
无论是管理岗位的、市场营销的，还是一
线工人，无论是上海户籍的还是外来农
民工，都缴纳四金，福利待遇都一样，还
有股份、分红。员工有了归属感，就会尽
心尽责地工作。

严爱科!企业用劳务派遣工的另一个
原因是用工灵活，可以随便炒职工鱿鱼。

袁立!没有归属感，就没有安全感。马
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的第二条就是安
全需求。企业管理者不能忽视员工的这一
需求。我有个理念：不要把员工当雇工，而
要把员工当合伙人。我们每年把纯利润的
一半拿出来分给员工，但绝不搞平均主
义，而是实行绩效挂钩，赏罚分明。

多管齐下落实同工同酬
主持人!那么%怎样才能尽快规范劳

务派遣制度%让更多劳动者有安全感#归

属感呢'

陈柳宏!我建议：第一，实行劳务派
遣许可审批制度，严格控制劳务派遣企
业准入门槛，对“异地派遣”劳务工的企
业实施进沪许可证制度。第二，严格按照
“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原则，效仿现
行的行业特殊工种、提早退休的认定报
批程序模式，由企业申报这三类岗位，经
人保部门批准、备案，才能列入可以劳务
派遣的岗位。第三，严格按照同工同酬的
分配原则，把劳务用工岗位的工资性收
入的标准，列入企业薪酬系列。

严爱科! 现在多数派遣单位没有工
会，有的用人单位的工会也没有把派遣
工纳入其中，所以劳务派遣工很难维权。
在这次人代会上，我的书面意见是，通过
推进工资集体协商立法来规范劳务派
遣。劳动者的工资一定要通过平等协商
才能确定。然而，劳务派遣工不是工会会
员，不能和企业直接协商。因此，我建议
上海对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立法，这样能
促进企业尽快规范用工，让更多的职工
甩掉“劳务工”的帽子。 本报记者 邵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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