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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留還是走是留還是走？？外地民工
企業裁員減薪

新冠疫情導致大量外貿企業遭遇

訂單減少、市場萎縮等困難，裁員減

薪潮此起彼伏，不少打工仔面臨失業

風險，尤其是在沿海城市工作的農民

工，正面臨“是走還是留”的艱難抉

擇。他們當中有人計劃拓展電商平台轉型自救，有人計劃返回家鄉做小生

意，也有更多人仍處在觀望掙扎之中，仍然希望疫情好轉後可以繼續留在

大城市。內地是否會有大批農民工返回鄉鎮，從而引起“逆城鎮化”的問

題，將是未來一段時間的嚴峻課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茅建興浙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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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份以來，記者在金華、寧波

等地採訪時了解到，部分農民工因工廠訂

單銳減而減工、停工。當地政府正加大對

小微企業的支持力度，積極引導大家轉型

升級、渡過難關。疫情之下，就業難、招

工難這一老問題，已進一步顯現。

在寧波，當地服裝外貿企業申洲織造

已連續7年包巴士接送工人，就為了新年

後工人們能準時再回來上班。“一方面有

的工廠苦於招不到人，一方面又有農民工

找不到工作。”寧波人力資源部門一位相

關負責人表示，隨着西部主要勞動力省份

的大發展，近年來農民工回流已成明顯趨

勢，很多農民工每年都有回到老家就不再

回來的。而在本地，雖然每年實際提供崗

位多於就業人數，但是很多工廠的一線工

人主要依靠的還是外地打工者，本地雖然

有技工學院培養出來的技工，但很多人在

擇業時卻不願意到一線做工人。

外出農民工規模恢復九成
目前中國有2.9億名農民工，其中1.7

億人外出務工。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

示，4月末外出農民工規模已經恢復到往

年的九成左右，但離正常水平仍然有距

離。從高校畢業生來看，今年有874萬的

高校畢業生進入就業市場，所以就業壓力

確實比較大。疫情衝擊加大了就業壓力，

據統計，2月份失業率明顯上升。但隨着

復工復產加快，企業生產經營逐步恢復，

消費需求逐漸回升，帶動就業崗位較快增加，3月份

失業率出現下降，城鎮勞動參與率較2月份大幅提

升。中央和地方從財稅、社保、金融等多方面出台

政策，幫助企業紓難解困、復工復產。

割草機工人：打工十年待遇好不會回鄉
2020年初，在寧波一家園林公司

車間一線工作的李小林迎來了第十個年

頭，公司做的是農林節水灌溉、園林噴

灑及園林工具系列等產品，銷售到歐美

50多個國家和地區。

李小林在車間裏負責一個割草機

製造的班組，2月中旬復工後，工廠便

滿負荷運轉起來，“疫情耽誤了不少時

間，客戶在節前下的訂單需要盡快完

工，直到5月，我們還能每天正常上

班。沒有減薪，幾年前可能還有回去的

念頭，可去年在余姚買了房，家裏人都

陸續過來後，再也沒有想着回老家

了。”

10年前，中專剛畢業的李小林在

老家四川宜賓當地找不到好工作，老鄉

帶他來到了余姚的園林公司，“我們村

裏沒什麼企業，縣城裏也沒什麼大公

司，到了余姚我是從頭學起的，這裏不

斷有培訓，讓我不斷能學習技能。”

如今李小林每月的工資是5,000多

元（人民幣，下同），到了年底還能有

獎金，而在家鄉打工要少2,000元左

右，“如果不是自家種菜，其實老家當

地的物價也不低，關鍵當地沒什麼好的

穩定打工的好企業。”

“這裏的企業文化比較好，讓員

工能安心留下來工作，我在這裏生了第

二個孩子，當時公司還給我崗位調整休

息的安排，很讓我感動，後來小孩上學

也為我們普通打工者對接了統一的學

校，小孩入學也沒有問題。”

■ 在寧波園林公司工作的李小林，在車間裏

負責一個割草機製造的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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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薪族怎麼辦工薪族怎麼辦？？

日用品外銷企：早年靠外貿 沒積極搞電商
家裏人都是從事外貿行業的Julie，

在寧波一家日用品有限公司負責外貿銷售

工作已經6年多了，主營國外客戶比較喜

歡用的清潔用品，如拖把、塵撣之類的。

“我們公司的年銷售額平均在 3,000

萬-3,500萬元（人民幣，下同）左右，去

年做到了4,000多萬元，今年1-3月的訂

單，我們真的是爆單，月均超過往年一

倍，每天都在加班，然後4月開始銳減，

比往年少30%，所以目前工廠的訂單量基

本能做到6月中旬。今年1-4月的訂單是

往年的70%，5月到月中還沒有訂單。如

果下半年形勢不好轉，7月開始會有空窗

期。”

外貿大額單需線下洽談
目前Julie公司接的訂單，都是1-5

月累積的訂單，而疫情期間沒有了傳統

的線下商貿展會，“雖然有網上的貿易

渠道，但是線上的體驗感以及客戶的使

用感，成單還是比較有限，大額的交易

還是需要線下洽談更有效。太小的單

子，我們工廠其實都不願意做。”Julie

表示。

“淘寶天貓這樣的電商平台，其實

作用還是有限，需要專業人才來經營，還

需要專業的培訓，之前這類人才也不容易

招。而且我們工廠專門是做外貿的，所以

並沒有花太多精力去做網上內銷，我們工

廠95%以上都是外銷，早幾年就開始想做

淘寶類的內銷，但是沒成功。”

仍看好前景 忍受短期低潮
Julie有6個外貿業務員同事，都是寧

波本地的，因為之前的訂單要趕工，相對

來說還比較穩定。而Julie也告訴記者說，

有同行因在紐約的客戶，因為基本都還在

家休息，他們外貿業務員也只有呆在家

裏，拿着公司的基本工資過日子。“我的

同行朋友目前大部分的都還好，有小部分

的話可能一周只上三到四天班。其實只要

你自己本身業務過硬，我覺得對外貿業務

員來說，可能就是幾個月的失業以及找到

新工作適應產品期，雖然會有短時間的收

入影響。”

在Julie看來，其實外貿業務員很早

之前就在轉型了，因為這個大勢不僅是這

一場疫情來的。做跨境電商這一部分是直

接面對國外客戶的，如果產品對的話，他

們基本上都不會有影響，而且現在大部分

亞馬遜的商家都是中國人在操作。“以前

外貿業務員可能僅僅需要知道展會方面的

知識，而現在很多外貿業務員可能更多地

會需要網上平台的這些知識，還要具備網

站引流和自我引流的能力，以及包括找到

國外類似於國內微商的這種能力，直接找

這些供貨資源。”

但是Julie也坦言，工人這塊如果沒

有訂單就會流失比較大。“關鍵，比如我

們作為終端消費的清潔用品，消費被抑制

了，也沒法增加訂單。訂單不夠，6月份

會有明顯影響。其實現在工業區裏，很多

工廠是缺工人的，因為現在工人都是計件

算工資，如果後面訂單跟不上，很快會

走。我們也有淡旺季，每年到旺季外貿都

需要再招工人。”

后 新形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