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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有人坚持认为：低人力成本是中国的竞争优势。且不说

现代管理学中，人力早已不再被视为一种成本，而是一种资

源，一种能够增值的资源。如果勉强将人力看作一种成本，

它带给我们的也仅仅是几乎无利可图的国际贸易和正在成为

“烫手山芋”的过量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 即使按照重商

主义的眼光，目前的对外贸易也是极不划算的，确切地说，

它更像一项国际主义捐助。美国过量的货币被中国吸收，使

之有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消弭于无形。美国方面对此知情却

不领情。 但国内舆论对于这种由低人力成本带来的贸易“优

势”，几乎是众口一词地叫好。偶有反对的声音，也大多出

于政治安全的考虑，担心引起的两极分化会激发社会矛盾。

而这种并不坚决的反对，还不时夹杂着效率与公平的选择矛

盾。 其实，单从经济的角度看，这种贸易方式也对中国带来

了极大的伤害。 首先，劳动的价值被严重低估。这是劳动力

低成本的根源。这种劳动的低价格与劳动技能无关。同样的

劳动力到国外就能得到在国内难以想象的高价格。即使按购

买力计算，也要高出很多。中国的工人在付出劳动后，无法

通过获得的报酬购买到它所应得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当

然更谈不上娱乐品和奢侈品。 这是造成中国内需不足的原因

之一。 其次，企业的创新动力被遏制。在仅仅靠压低工人工

资就可以获得本应该由创新能力来衡量的企业家利润的情况

下，有谁愿意冒着不确定的风险去进行产品创新和管理创新



？这就如同，无论多么富于攻击性的猛兽，在腹中不饥时，

对于身旁的美食都懒得看一眼。 我无法确定一些经济学家在

谈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时候，欲说还休的话究竟是什么。

转变增长方式是一个老话题，问题的关键是：从哪一步入手

呢？靠企业家的自觉和利他精神？即使在美国，也只有像亨

利。福特那样的偏执狂才能做出这种事。 说到底，如果非要

套用经济学术语，有关低人力成本的危害，依照熊彼特的话

，就是造成了经济生活的非良性循环流转。因为劳动者不仅

是生产者，还是最终消费者，通过出售劳动所交换的报酬，

还要花费在对生活用品的购买上。由于报酬低，购买力不足

，商品的循环流转就在这一个环节上遇到瓶颈。整个经济社

会的效率就因此而打了折扣。 所以中国总是难以形成有稳定

购买力的强大的中产阶级群体。 企业家感受到内需不足的压

力，到国际市场去寻机会，给别人做委托加工，或者单纯做

贸易来赚差价。现在这样做还有利润，但用长远的眼光看，

如果中国的企业对于低人力成本的依赖没有一个彻底的改观

，若干年以后，就难有盈利的机会了。 现在国外的企业（包

括银行、保险业）到中国来，主要做高端人群的生意。通过

低人力成本积累起巨额财富的中国企业家，大部分不会消费

国内品牌的产品。他们是国外知名品牌忠实的消费者。 而国

外大企业的白领，也对西方文化的有强烈的认同感。他们的

消费，除了购房，大概也以洋品牌或者土洋结合的品牌为主

了。他们在外资领到的不菲的薪水，又被外资给赚了回去。

可以说，目前的外资企业在中国已经基本形成了他们自己的

循环流转，形成了自成体系的生态圈。 因此，中国的本土企

业家就应该自省了，人力成本低不是你们的荣耀。毫不客气



地说，它是中国企业的竭泽而渔。在国内有利的条件下无法

自守的企业，到国外会有更大的空间？没有根据地的军队称

作流寇，没有根据地的企业能成为什么呢？ 鉴于目前中国的

企业家大谈自己的社会责任，慈善事业备受关注。这当然是

好事，但必须指出的是，在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中，慈善不是

首选。企业第一要做的事，就是对于社会规范的遵守，以及

：善待你们的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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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