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了應對用工缺口，很
多港企不得不頻頻加碼提
高薪酬福利，但依然是收

效甚微，用工矛盾逐年升溫。記者在採
訪中發現，一個逐漸新興的打工隊伍
—「炒工」越來越多的出現在港商老
闆們的言談中。

「炒工」盛行 聘用常態化

所謂「炒工」，其組織運作類似建築
業包工隊。隊伍由大約5－20名能適應
電子、服裝、珠寶等不同類型廠家用工
需要的熟手工人組成。每到在年底趕貨
高峰期，工廠不得不以高於普通工人三
倍的工資請「炒工」到工廠趕貨。由企
業提供場地、設備、原料，「炒工」負
責加工，做完後就轉移到下一家工廠。
「工人難招，『炒工』反倒大肆興

起，從10月份開始，每周都有『炒工』
隊伍加入到年底訂單的生產中來，現在
人數已佔總人數近3成了。」說到這，
一家港資廠的招聘總監葉先生開始語帶
憤怒，「我們被『炒工』牽制了。往年
還是季節性需要的『炒工』，今年已轉
為全年性，家家工廠都要聘用幾隊『炒
工』，否則根本沒法準時交貨。」

高薪「筍工」員工紛跳槽

3倍的工資對於普通工人來說是很大
的誘惑。這類以血緣或地緣關係串聯的
打工隊伍，通過不斷高薪挖角，正在日
漸壯大。「我們也不想聘請『炒工』，
但有訂單的時候，工廠招不到人，只能
去找他們來救火。這其實已經形成一種
惡性循環。」為防止挖角，葉先生只能
另闢場地讓「炒工」趕貨，避免他們和
正式員工接觸，影響士氣。可恨的是，
公司剛請來的部分「炒工」，本來就是
自家員工，早前才被挖走，如今又以
「炒工」身份來上班，薪酬自然高了三
倍。

早晨七點不到，潮水般的年
輕工人從四面八方的街道上湧
向沙頭角保稅區大門。他們穿

同樣款式的工裝，邊走邊嚼 熱騰騰的包
子、炒粉，喝 1元1杯的廉價豆漿。半個小
時後，數萬名工人已經隱身於一棟棟高高矮
矮的灰白色廠房中。接下來的十個小時裡，
他們要站在各自流水線重複 幾萬次同樣的
動作。
「在工廠裡，不需要怎麼學習，甚至不需

要思考，只要把同一件事成千上萬遍地去做
好就夠了。這樣的日子，誰想幹一輩子？」
記者接觸17歲的廣西男孩周愈斐時，他毫不
掩飾對打工生涯厭倦之情。「工廠想把我們
改造成機器，整天想 關心的是怎樣壓搾我
們的勞動力；但我們關心的是自己能從工廠
收穫什麼，今後怎樣改變自己的命運」。他
告訴記者，「我的夢想是在城市裡有房子，
有穩定收入」。何時能夠實現這個目標？他
面露迷茫無助之色，但可以肯定的是，工廠

不會給他這
一切。他決
定年底前辭
工。
另 一 個

「90年」出
生的湖南妹
子小陳，辭
掉工作近兩
年的工廠女
工工作，更
是絲毫不捨
之 意 也 沒
有，「在電
子廠工作每
天下班還得搜身（檢查），即使是最不方便
的那幾天也不例外，一點尊嚴都沒有！」她
打算轉到水療會所學美容，「美容好歹還算
個手藝，以後不打工，回老家開美容店也不
愁沒出路。」

■40分鐘的休息時間，

工人們在工廠樓下站

吃午飯。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黎玉嬌 攝

■深圳工廠遭遇招工難。 資料圖片

港商：沒有工人願來打工，工廠怎麼開？

工人流失勢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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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逾40的老宋，是葉先生招聘來的老
員工之一，10年前，老宋托關係花

了300元「茶水錢」才得到這份工作。

民工「短工化」最多做一年

「2005年之前，只要在廠門外擺出招
工告示，應聘者便會排隊而來，收簡歷
收到手軟是常有的事，有人還為排隊打
起來。」老宋說，整個供需失衡從2005
年就已開始，不斷有工人流失，新招
進來的年輕工人又頻繁跳槽，流水線

上的人越來越少。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和

公眾網今年聯合
發佈的《農民工

「短工化」就業趨勢研究報告》表明，
「短工化」已成為當前農民工就業一個相
當普遍的趨勢，「70後」農民工平均每份
工作的持續時間為4年，90後出生的農民
工每份工作的持續時間甚至不到一年。新
一代的農民工，不再像父輩那樣埋頭賺
錢，他們要更高的工資，更多的自由，還
有更好的發展。但這一切，許多勞動密集
型企業還不能完全滿足他們。

「我只是這裡的一個過客，也
許明天走，也許明年走，總是要
離開的。」從湖北來到深圳，輾
轉於多家企業，「90後」的汪冰
對過去打的每一份工作都沒有
依戀。「過了年還會再來深

圳，但是不會再進工廠了。」他想借點
錢去學修手機，之後開手機店。

父輩為養家 新生代為看世界

在珠三角製造業超過千萬人的勞工
裡，像汪冰這樣20歲左右的群體幾乎都
來自農村，大多數只讀完初中、中專便
外出打工，和他們的父輩一樣，都終日
坐在流水前線，面對 永遠沒有盡頭的
零件、布料、模具。不同的是，父輩們
當年生產的是電視機、麻布衣，而汪冰
生產的是手機、Polo衫；父輩們進城打工
是為了賺錢，養家，而汪冰則是想進城
看世界。
做了28年玩具廠的港商齊光華，更喜

歡汪冰父輩—60年代、70年代出生的熟
工，認為他們才是企業能夠信賴的工
人。隨 老一輩工人回鄉、創業、離
職，新一代工人不甘於站在流水線旁日
復一日打工，齊光華只好嘗試以機器代
替人力來提高生產率，但大多以失敗告
終。對於需要人工來縫縫補補的玩具業
來說，實實在在的工人就是工廠缺不得
的勞動力。
如今，一個熟練工人的薪水已經增長

40%甚至更多，齊光華已請不到，也請不
起合適的熟工了。今年9月，齊光華無奈

關廠。他說：「沒有工人願
意來給我打工，工廠怎

麼開？」

歲末年初，在

熙熙攘攘的返鄉

民工中，我們看

到一張張稚氣的

臉 孔 。 「 8 0

後」、「90後」

的新生代農民工

帶 憧憬、迷惘

進入工廠。他們

當中大多數初踏

城市，渴望留下

來實現夢想。

成長於網絡時

代，用 智能手

機上網、看電子

書、玩QQ、微

信、微博，「80

後」、「90後」

或許少了父輩的

吃苦耐勞、任勞

任怨，但文化素

質更高、思想更

活躍、訴求更多

元，他們不可能

只滿足於城市打

工賺錢、回鄉成

家立業的傳統農

民工路徑。

港商賴友勝就

看中了新生代

農民工的

創 新 能

力，將他們看作今

後可以倚仗的力

量。在他看

來，員工需要不斷自我升

值，如果學有所成能出去創

業，對社會來說也是貢獻。

工廠裡有很多工作十幾年老

員工，已從農民出身的打工

仔升為管理層，有的人則在

他的幫助下自己創業，做起

老闆。難怪工廠的工人都親

切地稱呼賴友勝為「賴校

長」。

新生代農民工的流動，也

會倒逼企業和社會轉型升

級。企業要想留住他們，需

要給予他們更多的漲薪空間

和發展前景，規範勞動合

同、穩定勞動關係和維護農

民工權益等。企業文化建設

也要跟上員工精神訴求，企

業不能只管員工8小時內，

8小時外也要提供豐富的業

餘生活和有益於職業發展的

培訓。只有這樣，才能減少

甚至去除他們打工的短期心

態，安心在企業工作，並進

而轉化為城市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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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找工作嗎？」深圳沙頭角保稅區內，一家港資廠的招聘總監葉先

生主動與一名在招聘公告板流連的年輕人攀談，「我們工廠可以上網，

有影音室和棋牌室。」在他落力推銷工廠的同時，其他工廠的招聘主管

也迅速圍上來。面對年底工人流失嚴重的現實，人事主管們感到壓力巨

大，幾個零星的應聘者成了他們眼裡的「香餑餑」。可是，無論葉先生

開出多少好條件，辛苦請回來的80後、90後農民工往往很快便跳槽。清

華大學一項調查顯示，「短工化」已成為當前農民工就業一個相當普遍

的趨勢。新一代的農民工不再像父輩那樣埋頭掙錢，他們要更高的工

資，更多的自由，還有更好的發展。勞動密集型的港企老闆不禁發愁：

「沒有工人願意來給我打工，工廠怎麼開？」

■香港文匯報記者 熊君慧、郭若溪、李望賢、李昌鴻 深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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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求發展
厭棄機械式生活

綜合開發研究院研究員曲建
認為，「90後」工人與「60
後」、「70後」有 本質區

別。時代不同，成長環境不同，老闆們不
能再拿 看「60後」的眼光看待「90後」。
也不要把「90後」和「60後」做對比，對
比之後又不滿，抱怨只能帶來輸的結果。
他分析，製造業用工短缺現象將會在較

長時間內持續，受市場外部環境影響敏
感。同時，年輕人特別是「90後」的求職
觀念存在偏頗和誤差，大多人數都覺得製
造業既辛苦又沒前途，不願幹或者以「騎
牛搵馬」的心態去幹。
解決的出路除社會要加強宣傳，引導求

職者降低期望值和轉變觀念外，用工單位
也要與時俱進，轉變方式留住員工，實行
人性化管理，尊重員工的合法權益。
「要把『90後』當普通人看，要關心他們

的工作和生活。」曲健說，「老闆要有一個
意識，我們僱用的不僅是他們的雙手，而是

一個人，甚至是一家人。」他建議，工廠首
先將人才流失率納入該廠考核的指標，加強
對工人的管理；其次，建立離職證明書機
制，在員工辭職時，要給對方寫有工作評語
的離職證明，招聘時也要參考他前一個老闆
的評語。除了以上兩點，應該強化工會的力
量，工會應有意識地去培養工人的歸屬感、
組織性、紀律性。

用人
之道

留住年輕人
老闆要當「大家長」

系列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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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愈斐端 飯盒，一個人

蹲在工廠門口吃，他說隨時

可以離開，工廠門口也長期

擺放 招聘啟事。 黎玉嬌 攝

■新維服裝廠隨處可見染 黃髮、戴 項

鏈的時尚90後。 郭若溪 攝

■吃過午飯，工人們坐在欄杆上休息，或玩下手機、或抽根煙，或

發呆。 黎玉嬌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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