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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份报告指出，在广东６０００多间制鞋企业中，缺工人

数超过１０万人。被称为“民工城市”的东莞，从去年９月

至今，缺工人数已经超过２０万，尤以技术工人居多。正在

沿海蔓延的“民工荒”中，许多企业为招不到工人一筹莫展

。东南沿海地区从前几年的“民工潮”骤然转入“民工荒”

现象，其背后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值得引起关注

。对此，我们可以结合高中《思想政治》教材作如下思考。 

一、从经济常识角度思考 1、市场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二十多年来，我国东南沿海的许多城

市经济迅速发展，企业对劳动力资源需求比较大且工资较高

，从而吸引了内地大量民工涌入这些地区，形成了延续多年

的“民工潮”。而近年来，由于东南沿海地区劳动力资源价

格和市场结构的变化，这些地区的企业在用工要求上也出现

了一些新变化，“民工潮”骤然演变成了“民工荒”，这一

现象的出现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有着紧密关系，是市场在劳

动力资源配置上发挥了基础性作用。 2、市场经济具有自身

的弱点和缺陷，国家应加强宏观调控。实际上，我国劳动力

市场却出现了一边是有人没工做，一边是有工没人干的尴尬

局面。这说明，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完全依赖市场是不合理的

，国家必须在劳动力供求、民工工资待遇、民工素质、民工

权益保障等许多方面通过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进行有力地

调控，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 3、企业和劳动者都必须重视



培训和提高劳动者职业技能。在我国，接受职业技能培训是

劳动者的权利，用人单位只有不断地对劳动者进行相关职业

技能的培训，才能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满足企业自身发展

。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力市场上结构性供需矛盾，也突出反

映出大量农民工急需提高自身素质，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 

二、从哲学常识角度思考 1、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办事情

。民工短缺为特征的“民工荒”这一现象的出现不是孤立的

，它受高温天气、电力资源紧缺、劳动者素质、国家对劳动

者权益保护的缺位、劳资关系紧张、中央1号文件的效应等多

种综合因素影响，因此，客观地认识和解决“民工荒”现象

必须坚持用联系地观点看问题，多方举措，综合处理。 2、

矛盾具有普遍性，必须坚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防止片面化

。“民工荒”现象会使一些企业感到劳动力短缺的压力，被

迫改善劳动条件，给广大的民工带来好利，从这一角度上说

这是一件好事。但同时由于我国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民工

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工作，会严重损害民工切身利益，给我国

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许多不稳定因素，这又反映出“民工荒

”在更大层面上的消极性。 三、从政治常识角度思考 1、国

家职能。一些地区出现“民工荒”现象和计划经济体制延续

下来的一些社会管理制度有着密切关系，这就迫切要求改革

原有的经济体制和劳动力结构，并积极转变政府职能，特别

是国家要履行好经济职能和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建立和健全

社会保障制度，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从而真正体现和维护

广大民工及相关企业的利益。 2、依法治国党领导人民治理

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国家机构的组织和活动原则。《劳动法

》规定的劳动者各项保障权益在一些中小企业中还是无法得



到实现，民工的就业环境和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改善和切实

保障，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民工荒”现象。最近，国家

几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跨地区

就业和进城务工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的通知》，要求清

理和取消进城务工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依法办事，

尽可能通过一段时期的政策调控和市场调整使“民工荒”现

象最终得以缓解，切不可搞地方保护，置国家法律、法规于

不顾，损害民工与企业合法利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