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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29/2021_2022__E4_BD_8E_

E8_96_AA_E6_97_B6_E4_c108_229709.htm “低薪时代”已经

事实地风起云涌。之前一项调查显示：2005年北京地区应届

毕业生的月薪在1580元左右，较之2004年下降16%。有专家预

测，2006年大学毕业生的起薪还将比2005年降低22%左右。 南

希佩里论说工资薪酬时有句名言：改变公司的工资制度是在

冒一个大风险，然而不改变它则是在冒一个更大的风险。当

全中国的企业普遍以低廉的人才价格购买数倍于世界人才培

养价值体制下养育的大学生时，这个“冒险”比资本的投机

更快乐，但就宏观经济而言，这个“冒险”比就业率和经济

增速更危险。中国经济连年高速增长、公务员薪酬水涨船高

，然而中国大学毕业生在产业链上的市场身价却连年贬值，

这个悖论难道真是某些经济学家鼓吹的所谓“低薪即经济理

性”的物语？“低薪时代”，这个在全中国劳动者还未曾享

用过“高薪时代”大餐的前提下就飞速到来的名词，是怎样

的一个寓言或者一个咒语？转贴于 学生大求职站

http://job.studa.com 一个就业结构和就业理性暧昧登场下的寓

言。有人说，在“低薪时代”，还是会有人薪情如股市绩优

股般一路飘红，但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是：整个就业领域薪资

低廉已经是一个不争的结构性事实了，大公司非“精英”不

取、小企业貌似“亲和”也各有讲究，于是低薪成了最爽快

的杀手锏：企业将大学生视作廉价劳动力，利用阶段性供需

不平衡的时间差去人为压价，这则寓言的结果就是：人力资

源的极端浪费很可能使大学教育苦心经营起来的局面面临崩



盘的危险。企业作为理性经济人，不能幻想它用薪水去担负

社会责任，于是政府部门对大学生薪酬价格上的监管成了最

后的防线。人才需要市场化，但宏观调控的有形手决不能成

“袖手”。某种程度上，大学毕业生身价贬值也是迷恋城市

的惯性就业观造成的。在缺乏就业理性的时候，城市就业日

益相对过剩，招工企业自然也乐得压价。 一个利润“水涨”

薪酬却不“船高”的翻版咒语。“平均月收入比2年前多37元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只要看看效益增幅和物价指数的参考

系就明白了。如何对待就业者工资的问题，不仅是个经济道

义和经济逻辑的问题，它也事关社会和谐和经济的长远发展

。“低薪时代”使得教育投资找不到回报的平衡点，现在一

个家庭投入15万元左右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却低薪或超低薪

就业着，民众必然会对教育的价值产生质疑，归根到底，自

主创新能力怕是很难有全民的“物质保底”了。 当我们为农

民工拟订最低工资标准的时候，保障大学生应有的工资权益

也应该不能留白。没有“高薪时代”打底的所谓“低薪时代

”，怕只是一个值得反省的寓言或者是一个急功近利的咒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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