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房廈 北京報道）又到「五．一」，勞動和職業

成為網絡熱門話題。內地一項針對各個職業之「最」的網絡投票顯示，

同聲傳譯(同傳)工作「擊敗」傳統概念所認為的金融業從業人員或軟件工程師，摘得「最

高薪酬」桂冠。

與「同聲傳譯」工作「爆冷」相比，佔據歷年「最危險職業」榜首的煤礦工人職業，

再次成為公眾心目中的「最危險」職業。此外，民眾眼中

的「最熱門」職業為政府公務員，有調查指，超7成青年

人職業首選公務員。

勞動節勞動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玫、范廉君，見習記者 李叢書 海

口、廣州報道）「五一」小長假的到來，讓廣州旅遊市場一片
火紅。記者從各大旅行社了解到，受到一個月前日本地震和
最近台灣阿里山翻車事故的影響，目前日本遊暫停，台灣遊
遇冷，3-5日的中短線國內遊最受出遊者青睞，「辛亥遊」、
「公益遊」、「迷你遊」等新鮮玩法也很受歡迎，有很多熱門線
路已經搶訂一空。
另外，由廣之旅策劃，撥出每位團友100元團費幫助西藏貧

困白內障患者重見光明的「幸福西藏光明行」公益遊，和首
現廣州的「兩人組團．暢遊新西蘭」的迷你團也大受熱捧。

三亞人氣居首
與海南近日氣溫上升到35℃相比，海南島「五一」小長假及

三亞免稅店顯得更加「火熱」，節前幾日從穗、深、京、滬等
各城市到海口、三亞的機票均已售罄，大多航班為微量折扣
或足額機票。

香港文匯報訊 五一勞動節將屆，根據台灣求職網調查，近
2/3上班族每天超時工作，一般上班族平均睡眠僅6.2小時，7
成上班族領不到加班費，上班族是「爆肝換窮忙」（瘋狂忙碌
卻無回報）。
調查結果顯示，在2,140名受訪上班族中，有77.4%的上班族

都認為自己是「貧困一族」，生活特徵就是「錢少、事多、睡
不飽」。接受調查的上班族中有63.9%每天工作超過8小時，平
均每天工時10.4小時。31.8%的人每月薪資未達基本工資新台
幣22,115元（約合港幣5,987元）。同時有近7成上班族表示，即
使加班也領不到加班費；包括47.2%上班族是公司沒有加班費
也沒有補休。

小長假日台遊遇冷
穗人轉攻短途創意遊

據新華社30日電 現今不少人對於外企高壓工作存在擔憂，
與素有「金飯碗」之稱的外企相比，近年來國企和公務員崗
位似乎更受職場新人青睞。「我的父母特別希望我能成為一
名公務員。公務員是『鐵飯碗』，工作穩定、體面。」英日雙
語專業畢業的本科生王博表示。
外企「遇冷」、國企「受寵」的趨勢在不少調查中得到印

證。美國招聘企業萬寶盛華2010年11月公佈的一項研究顯示，
素有「金字招牌」的跨國公司正喪失其作為中國最佳僱主的
地位。在接受調查的中國求職者中，表示第一選擇是外企的
比例，較2006年下滑10％。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教授呂學靜認為，中國近

年來經濟快速發展，國企職員收入大幅提高，這讓外企的
「高薪」優勢逐漸失去吸引力。

香港文匯報訊 早前，內地年僅25歲的普華永道女
員工潘潔，因病毒性感冒引發急性腦膜炎去世，引
發了民眾關於白領健康的激烈討論，以高強度勞動
換取高收入而產生的「亞健康」工作生活方式逐漸
為人詬病。五一國際勞動節到來之際，南方日報的
調查發現，高薪天堂，透支的卻是一去不復返的青
春。
該調查中涉及的職業有會計師、軟件工程師、架

構師、IT銷售人員、廣告從業人員、媒體從業人員
以及教師等，發現儘管勞動法明確規定「勞動者每
日工作時間不超過8小時，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
過44小時」，但這50名職場人士中超過65%每周工作
時間超過50小時；其中如果從職業劃分，接近90%

的會計師、架構師、媒體工作者因為工作而每天超
過12小時面對電腦或移動技術終端。

目前法律「愛莫能助」
智聯招聘網調查表明，在「自願加班」的員工

中，有近半數是出於競爭而被迫「加班」，或是想
通過加班博得老闆的賞識。然而，目前在內地的勞
動保障範疇內，尚不存在「過勞死」的概念，「過
勞死」無法獲得相應的賠償。而對於更多的「過勞
而不死」的加班一族來說，目前的法律更是「愛莫
能助」。法律界人士呼籲，勞動監察部門應探索從
「有舉報再介入」轉變為主動介入，維護勞動者合
法權益。

逾6成白領每周工作逾50小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房廈 北京報道）中國社會科學院
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景天魁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
示，中國工人的工資收入長期偏低，在當前「招工難」
「用工荒」現象蔓延背景下，應大規模上調工人工資，否
則未來「人口紅利」耗盡，中國的製造業規模將急速萎
縮，難以維持當前旺盛生產的局面。
景天魁指出，目前內地普遍存在的體力勞動者報酬理應

低於腦力勞動者的觀念亟需扭轉。內地不單是礦工等高危工作從業者的工資
偏低，實際上，內地大量的製造業從業者的收入亦普遍偏低。因此，大規模
上漲工人工資，是應有之舉。同時，在政府僅規定最低工資標準，工人工資
浮動空間極大的背景下，應通過集體談判、協商，及相關政策方面的規範予
以保障工人權利。

出台鼓勵性從業措施
景天魁表示，當前各地出現「用工荒」、「招工難」現象，各地政府和企業

紛紛出台優惠政策、上調最低工資標準，企業的工資待遇條件不斷提高，
「用工荒」的狀況仍然難以改變。他建議，應出台相關鼓勵性措施及政策，鼓
勵民眾從事體力型勞動職業。他指出，與公務員等職業擁有較高福利相比，
當前中國工人的工資多僅由「實際收入」構成，這種收入結構是不合理的，
工人亦應享有包括相關補貼、保險等「隱性收入」在內的福利待遇，這樣才
可保證相關工作具吸引力。

防「人口紅利」耗盡
應大幅加薪

調查顯示，薪酬最高的職業為同聲傳譯員。內人

士介紹，「同傳」工作計價的薪酬並非按年薪

或月薪計算，而是按小時甚至分鐘支付，好的同聲傳

譯員每小時收費4,000元到8,000元，資歷深的則收費

更多，一年入賬三四十萬元「很輕鬆」。據悉，同傳

的薪酬價格未來仍有漲勢。

「同傳」時薪高過他人月薪
四川外語學院的老師馮旭表示，這份「時薪高過他

人月薪」的工作其實不似看起來那麼輕鬆。他指，

「同傳」工作既耗腦力又耗體力，許多從業者都有失

眠、神經衰弱等「職業病」。此外，「同工不同酬」

的現象亦存在，如經驗較多的傳譯員每天收入可過萬

元，但一些學生或自由職業者做同樣的工作，薪酬卻

僅為每天一千元。

礦工死亡率是美國50倍
與同聲傳譯員職業「爆冷」摘取「最高薪職業」

名號不同，參與調查的網友普遍認為，煤礦工人是
中國「最危險」的工作。國家統計局2009年所做報
告顯示，煤礦工人平均每個月工作26天，每周工作
58.4小時。其中，每周工作時間多於《勞動法》規
定的44小時的佔89.8%。中國勞動關係學院法學系
主任姜穎調查指出，與其他職業相比，煤炭工人的
工作環境惡劣，職業安全隱患多，職業病和工傷事
故頻發。
資料顯示，中國原煤產量是世界產量的35%，但佔

世界煤礦工人死亡總數的80%。中國煤炭百萬噸死亡
率是美國等發達國家的30至50倍。2011年一季度，內
地共發生煤礦事故218起，死亡334人，顯示煤礦工人
確為「高危」職業。但與其工作的高危性質相比，內

地煤炭工人的月收入卻僅為兩三千元，而在一些私人
煤窯，煤炭主剋扣工資的現象時有發生，工人年末時
常需要「討薪」。

公務員百萬人爭搶「鐵飯碗」

調查顯示，「公務員」工作最受網民青睞，有網友

評論稱：「旱澇保收的穩定收入、安如磐石的職業穩

定性、較為光鮮的職業體面感和不為人知的若干高福

利，使公務員成為中國最熱門的職業」。

此前零點集團所做名為「中國青年人生活方式及消

費調查」顯示，公務員職業是中國青年人的首選職

業，有76.4%的受訪者表示，希望到企事業、黨政群

機關就業。在今年4月24日舉行的全國21省市公務員

「聯考」中，報名考生超過150萬人，有個別職位的報

錄比例甚至超過500：1。

政府公務員成青年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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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 廣州報道）廣州市總工會在「五一」

前推出的《廣州市農民工幸福感調研報告》結果顯示，穗農民工幸

福感低於本地人，而80、90後新生代農民工幸福感又低於傳統農民

工。專家稱，從整體來看，穗農民工的現狀並不是很好，幸福感得

分亦較低。但農民工普遍對未來具有較好期望。該報告指，農民工

最大的幸福源泉是家庭團聚。

根據該《廣州市農民工幸福感調研報告》，從崗位來看，技術工

人、一線工人、基層管理人員和中層管理人員的幸福感得分逐級提

高。從事公共服務業和酒店服務行業的農民工幸福感比較高，而從

事環衛、製造和普通飲食服務行業的農民工，幸福感比較低。此

外，外資和港澳台資企業農民工幸福感最高。

八成受訪者對未來有信心
數據顯示，穗農民工在社會環境方面的滿意度僅為64.27分，

44.13%的受訪者認為社會不公平，20.94%的受訪者認為自己受到

了城裡人的歧視。專家指，從整體來看，農民工的現狀並不是很

好，幸福感得分亦較低。不

過，農民工普遍對未來具有較

好期望，這與他們對現實狀況

構成顯著反差。78.18%的受

訪者表示自己是有信心的，

80%的受訪者表示自己是樂觀

的，78.65%的受訪者表示自

己相信努力就會成功。

穗
民
工
幸
福
感
低
近
半
嘆
不
公

忙無所得
台灣上班族淪貧困族

外企受冷
高校生青睞「鐵飯碗」

■農民工為城市建
設作出重大貢獻。

■上班族終
日 加 班 加
點，付出與
回報卻不成
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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