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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95/2021_2022__EF_BC_9A2

008_E7_94_B3_c26_495159.htm 工资最低标准不是摆设 据报载

，近日河北省总工会调查了1021家企业，42％的企业未执行

最低工资标准。看到这条新闻，也许你并不吃惊。因为这类

严重侵犯劳动者权益的事情实在听得太多了有辛苦一年拿不

到工资的，有被迫连续加班导致“过劳死”的，有发生工伤

得不到任何保障的，有法定假日从来不能休息的⋯⋯哪一条

没有法律法规白纸黑字明明白白予以保护，偏偏违规行为又

大量存在? 或许有人要说，劳动者可以自己主动维权，还可以

“用脚投票”一走了之嘛。这条路劳动者肯定琢磨过好多遍

，但在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状况下，为了保住一份工作，

在工资、社保等问题上，劳动者往往不敢与雇用方据理力争

。何况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谁都知道与强大的企业“较

真”的种种复杂繁琐，他们耗不起。雇佣方也恰恰是看到这

一点，通过不断地压缩劳动力成本而获取超额利润。 劳动力

供大于求是我国的国情，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劳动者只能逆

来顺受呢?雇佣方之所以敢明目张胆地侵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很少受到惩处。只要劳动者不主动举

报，很少有机构去检查其用工情况。何况，还有一些地方政

府，为吸引投资，对克扣工资、违规加班等行为采取“睁一

只眼、闭一只眼”的放任态度。 政府部门不能认为出台了有

关最低工资的法律法规、按规定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就是

尽到了责任、完成了任务。法律法规不能是摆设。最低工资

规定只是提供了更加强大、更具操作性的法律依据，问题的



根本解决还要看执行。倘若执行不力，不仅维护劳动者权益

成为一句空话，法律法规本身也容易成为人们眼中看似有力

、实则无用的“纸老虎”，影响政府的公信力。 从这个角度

讲，维护劳动者的权益、维护劳动力市场的公平，关键一点

是政府要主动有所作为。我们不难想象，如果职能部门能对

所有用人单位进行定期的监督检查，相信雇用方便不敢为所

欲为。如果劳动者维权的手续简便、成本更低，相信就会有

更多的劳动者勇敢地站出来。如果违反劳动法的行为能受到

严厉的惩处，相信雇用方也会权衡利弊，自觉地遵守法律。 

侵犯劳动者权益的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折射出我国

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不健全，也迫切要求有关政府部门正

视这一职能的缺失，切切实实负起责任来，改变过去被动处

理投诉、甚至推三阻四的做法，主动出击，使法律法规在各

种侵犯劳动者权益的行为面前真正 “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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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