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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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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０００７７７

中核科技

０．２５８３ ０．２１６２ ４．３０２ ２．９４０５ ８．１３ ７．５８ ０．１６２１ ０．０２１９ ５２３１ ４３６０

每

１０

股派

１．２

元 （含税）

０００９０３

云内动力

０．３６ ０．４５ ６．９ ６．７９ ５．２３ ６．７８ －０．３２ ０．９ １３４４９ １６９９４

每

１０

股转

８

股派

２

元 （含税）

００２１５３

石基信息

０．９５ ０．５９ ３．８９ ３．２２ ２７．０５ １９．５２ ０．９１ ０．６５ ２１３９０ １３１６６

每

１０

股转

３．８

股派

１

元 （含税）

００２２５５

海陆重工

０．９８ ０．９４ ８．９ ８．１２ １１．５ １６．３４ ０．４７ １．０２ １２６１３ １０７９４

每

１０

股派

２

元 （含税）

００２３６６

丹甫股份

０．５０６５ ０．７５０５ ５．４７ ２．４６ １２．７８ ３４．９６ －０．８７ １．３ ６３３８ ７５０５

不分配不转增

３００１２２

智飞生物

０．６９ ０．６４ ５．３５ １．２５ ２７．３６ ６０．４９ ０．１４ ０．５９ ２５６７９ ２３１５９

每

１０

股派

２

元 （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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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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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转增预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０９

年末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６００１７９ *ＳＴ

黑化

０．０４ －０．６ １．６５ １．５８ ２．６５ －３１．８３ ０．５１ －０．０８ １６７４ －２３３６８

不分配不转增

６００２７９

重庆港九

０．１８２７ ０．１１０２ ４．７３８４ ３．２９４５ ５．１ ３．３８ ０．６２９５ ０．６１３９ ６２５１ ３７７０

每

１０

股派

０．４

元 （含税）

６００４２５

青松建化

０．７５２ ０．５１ ５．０５ ３．１４３ １６．６３ １４．５４ １．０７４ ０．６９３ ３０４８１ ２０６８８

每

１０

股派

４

元 （含税）

６００６２６

申达股份

０．４２５３ ０．２２４３ ３．７３ ３．７１ １１．１７ ５．７３ ０．０６０２ ０．３１１ ２０１３９ １０６２０

每

１０

股送

２

转

３

股派

１

元 （含税）

６００７０７

彩虹股份

０．０２２ －１．７ ５．７ １．７ ０．４１ －０．５９ ０．５５ －０．０６ １２１４ －７１５２３

不分配不转增

６０１６０７

上海医药

０．６８６７ ０．６５０８ ４．５８ ４．１６ １５．７５ １６．９ ０．８５ ０．９６ １３６８２５ １２９６７９

每

１０

股派

１．４

元 （含税）

深沪上市公司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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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争夺战蔓延 超八成公司人力不足

证券时报记者 张珈

春节过后直到两会期间， 企业用

工荒、 招工难的话题持续升温。 与此

同时， 正在密集披露的上市公司年

报， “用工成本上升” 成为频频出现

于其中的热门词汇。

证券时报近期以不记名问卷形

式， 发起关于企业用工情况的调查并

据此进行统计分析， 旨在寻求以下问

题的答案： 企业缺工的情况是否普遍

存在？ 主要短缺哪些工种？ 薪酬水平

提升幅度如何？ 企业通过哪些渠道吸

引人才？ 人力成本上升对公司发展造

成怎样影响？

此次调查对象涉及广东、 浙江、

江苏、 福建、 贵州、 北京、 上海等不

同地区， 有效回收的问卷包括

41

家

上市公司及

10

家非上市公司， 主要

涉及工业制造、 生物医药、 信息技

术、 金融服务、 交通运输、 连锁经营

六大板块， 调查目的是为了了解劳动

力供给和人力成本波动的实际情况。

用工市场四面饥荒

从记者统计数据来看， 普工短

缺的情况广泛存在。 接受调查的

公司中， 有

11

家公司表示用工整

体短缺，

32

家公司表示部分工种

短缺， 用工短缺的上市公司合计

占比高达

85%

。 此外， 共有

5

家公

司称用工需求刚好， 仅有

3

家公司称

人力宽裕。

调查数据显示， 目前最为抢手的

当属普工和技术人员， 有一半以上的

公司异口同声地表示上述两类工种短

缺。 其他短缺的工种按照数据从大到

小依次为市场销售、 管理人员、 行业

专家和财务人员。 记者注意到， 由于

区域经济存在差异， 各地缺工情况呈

现不同特征。 例如， 浙江地区最为缺

少的是普工， 广东主要是技术人员不

足， 而北京、 上海则表现为管理、 财

务类劳力短缺。

分行业来看， 机械制造、 交通运

输、 电子制造等板块大都缺少技术工

人。 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

小济的观点： 用工荒的本质是技工荒，

越来越多的企业需要有技术的好员工、

熟练工， 这是一种结构性的缺工。

与此同时， 人力成本上升的问题

也令很多公司压力倍增， 近年大宗商

品价格持续上涨或高位震荡， 加之劳

动力成本提高， 造成公司的成本压力

水涨船高。 在

2011

年哪些因素构成

对公司挑战的多项选择调查中， 有

33

家公司选择 “人力成本增长”， 这

一因素与 “经济环境变化” 并列第

一， 成为上述公司眼中首当其冲的挑

战。 此外， 还有部分公司认为行业竞

争、 融资、 消费者信心影响、 大客户

购买能力以及技术提升等因素对自身

发展构成负面影响。

从统计数据来看， 有八成以上

的制造业公司均把人力成本增长视

为

2011

年的首要挑战。 根据申银

万国的测算 ， 刘易斯拐点已经临

近， 劳动力成本上升构成对制造业

利润的大量挤压， 假设劳动力成本

上升

20％

， 交运设备制造、 仪器仪

表制造、 通用及专用设备制造等板

块利润影响达到

12.7％

、

12.2％

和

8.9％

。

大部分公司加薪超一成

劳动力普遍短缺的同时， 企业的

整体用工数量需求却逐年增长。 此次

调查显示， 有

67%

的公司预计

2011

年员工整体数量增长

0 ～30%

， 有

18%

的公司预计增长

30%

以上， 而预

计员工数量同比不变或减少的合计仅

占

16%

。

针对人力资源缺口， 用工企业纷

纷决定提升整体薪酬水平， 增大吸引

力。 针对

2011

年度平均薪酬变化，

有

47%

的公司预计增加员工薪酬

10%

～20%

，

39%

的公司加薪

10%

以下， 另

有

14%

的公司则直面劳力争夺战，

大手笔加薪

20%

以上。

由此可见， 不少企业已经意识

到， “又要马儿跑， 又要马儿不吃

草” 的思路已经难以为继。 记者了

解到， 为了吸引优秀员工、 降低人

才流动， 很多企业使出浑身解数。

调查显示， 有六成左右的公司主要

依靠上调基本工资和福利待遇吸引

人才， 另外还有部分公司选择提高

浮动收入。

在这些看得见的实惠之外， 很多

公司通过软环境的提升来吸引人才。

例如， 有大约四成公司表示要改善工

作环境， 还有部分公司通过丰富业余

生活、 提高食宿水准等方式留住员

工。 记者对比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

的数据发现， 非上市公司吸引人才的

措施相对单一， 主要是提高薪酬水

准， 而上市公司由于实力相对雄厚、

提供的衣食住行环境较为优越， 绝大

多数都打出组合拳， 采取多管齐下的

举措来留人。

经济学家辜胜阻日前表示， 用工

荒拐点将成为倒逼发展方式转型的最

大推力， 政府要因势利导推动经济转

型。 本报此次调查统计也表明， 针对

产业转型升级， 很多公司已经跃跃欲

试。 其中， 有

19

家公司表示， 将因为

人力成本上升计划调整经营结构或者产

品结构， 占比

37%

。

人力成本上升除倒逼产业升级，

还将直接引发企业搬家或向人力成本

较低的区域扩张。 此次有效回收的问

卷中， 有

41

家公司表示

2011

年有扩

张计划。 其中， 东莞一家特种刀具公

司负责人表示： “公司两年前已经在

越南境内投资办厂，

2011

年计划继续

向海外扩张。 在越南办厂既可以辐射东

南亚、 扩大出口， 又可以降低劳动力开

支， 加上人民币对外升值， 公司现在用

工成本更低了。”

有不少上市公司在公开披露的信息

中， 也明确表示在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

区扩充产能。 例如， 富安娜决定在四川

省南充市投资约

1.5

亿元建立生产基地

,

该公司表示， 在劳动力成本相对东部沿

海地区较低的地区扩张， 是为缓解日益

紧张的产能， 充分利用当地的劳动力及

资源优势， 降低物流成本， 保证持续稳

定发展。

人力成本水涨船高 多家公司业绩打折

证券时报记者 郑昱

查阅上市公司新一期成绩单， 原材

料和人工成本上涨成为一大业绩杀手。

回顾

2008

年、

2009

年上市公司年报，

金融危机和人民币升值曾是很多 “绩差

生” 的挡箭牌， 到了

2010

年年报及业

绩预告披露期间， “用工费用大幅上

涨” 一词出现的频率明显提升。

从公开披露资料来看， 一些上市

公司受人力成本上升等因素拖累业绩

出现亏损。 高金食品就表示：

2010

年

国内猪肉价格持续低迷

,

屠宰行业处

于不景气状态， 加上财务费用、 人工

工资较上年增加较大等因素导致

2010

年全年业绩亏损。 无独有偶， 宏达股

份、 海通集团也将亏损原因归结为行

业问题和人力成本的上升。 宏达股份

表示， “有色金属行业加工费走低，

产品与原料价差缩小， 同时人工费用

较大幅度上升， 最终导致生产经营性

亏损。”

也有不少公司明确表示， 因为用工

成本提升而导致业绩缩水。 金飞达称，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和净利润下降均超

过

30%

， 主要原因是

2010

年度国内服

装面料、 辅料大幅涨价及公司用工成本

的提升， 进一步挤压利润空间。

需要强调的是， 在劳动力成本上

升的同时， 居民可支配收入随之提高，

对部分上市公司业绩也形成利好的影

响。 东方证券策略资深分析师王明旭

认为， 居民收入提升带动消费增长，

长期来看将给酒店旅游、 食品饮料、

休闲娱乐、 品牌服装、 医药、 家电、

人寿保险等行业带来正面影响。 王明

旭还表示：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意味

着淘汰落后产能的步伐加速、 引入先

进技术和机械设备， 因此能够提高劳

动生产率的技术和机械设备行业值得

关注， 可能会带来新的投资机遇。”

国都证券研究员魏静认为， 人力

成本提高为安徽合力等公司带来持续

需求， 该公司是叉车行业龙头， 叉车

作为物流机械主要用于货物的搬运，

下游用户众多， 受到固定资产投资影

响较小。 而安徽合力发布的业绩预增公

告也不负众望： 因主导产品产销两旺，

公司预计

2010

年度净利润同比增长

197%～239%

。

此外， 智云股份等自动化装备行业

公司也因为机械替代人工的趋势， 受到

不少投资者的关注。 劳动成本上升的外

在压力迫使企业调整生产要素的投入比

例， 使用 “机器代替人工”。 一方面，

制造业通过自动化提高生产效率、 抵御

成本上升， 另一方面通过工艺流程的标

准化和自动化提高产品质量。

有意思的是， 智云股份虽然被归

结为受益于机械化率提升的队列之中，

但其也不得不面临人力成本上升的烦

恼。 该公司招股说明书显示， 假设主

要成本项目钢材、 外购件和人员工资

上涨

1%

， 近三年净利润将分别减少

16.08

万元、

40.85

万元和

50.95

万元，

钢材、 外购件和人工综合敏感系数分别

为

-0.96

、

-1.98

和

-1.79

， 并大致呈逐年

上升的趋势。

满城尽是招工难

证券时报记者 张珈

“现在招个人真是太难了， 年纪

大一点被我们头儿说成老气横秋没朝

气， 年轻一点的又担心经验不足。”

讲话的人是记者的朋友郑怀远， 深圳

一家大型互联网行业的产品经理， 他

从年前就开始为招人的事情犯愁。 这

不， 好容易抽点周末休闲时间， 找了

家老字号茶楼喝早茶聊聊天， 没想到

“招工难” 竟然成为朋友间小聚的主

打关键词。

几位朋友聊得正在兴头上， 突然

被一阵激烈的争吵打断。 循声望去，

一名食客不知道什么原因被茶楼服务

生惹怒， 在众目睽睽之下猛地掀翻桌

子， 推推攘攘之后愤然离去。 记者这

边， 竟也是三请四催服务生却迟迟无

人应答。

大家感叹餐饮业服务水准逐年

下降， 也跟一名女服务生开起玩笑：

“再请不动你们过来， 我们这边也要

掀桌子啦。” 没想到她竟理直气壮

地说： “每天上班加班没一天休息

也不加薪水， 好服务态度怎么来？

老板招不到人， 我们半点都不得

闲。”

郑怀远也忍不住吐起了苦水：

“互联网行业虽然没有劳动力密集型

公司用工荒的窘境， 但也面临结构性

缺工的问题， 现在公司最缺的就是有

技术背景又有管理经验的精英。” 看

来招人已经令他纠结很久， 最近的

MSN

签名都一直挂着 “招人： 技术、 市场运

营……”

同样身处互联网行业的黄诗樵也

对此颇有感触， 年后几乎天天有招新

面试。 在他看来， 互联网行业竞争激

烈， 用工要求也比较高， 能够招到并

培养合适的人才非常不容易。 大部分

企业认为员工薪酬增长会成为沉重负

担， 黄诗樵却表达了不同看法： “不

应一味把员工薪酬看做是支出， 比如说

营销员工是利润中心， 浮动收入越高，

说明为公司创造的价值越高。” 在他看

来， 要留住优秀人才， 一方面必须提供

有竞争力的薪酬， 另一方面要建设企业

文化， 工作的时候强调高效率和执行

力， 工作之外尽力丰富员工业余生活，

“例如， 公司很多员工喜爱音乐， 我们就

不定期组织团队活动， 包括聚餐、

K

歌

等内容， 通过这些方式进一步增强团队

凝聚力。”

郑怀远所在的公司则以人性化工作

环境而著称： 所有员工以英文名互相称

呼， 公司老总概莫能外， 只为减少层级隔

阂； 员工办公室自由安排， 倡导个性布

置， 另设专门的休闲区， 电影厅、 育婴室

一应俱全； 早中晚餐品种丰盛， 晚上加

班的同事， 有保安贴心地把水果酸奶和

各式点心用小推车送到座位旁边。 也有

人对此质疑， 认为这样的企业文化也是

山寨来的， 但毫无疑问， 这里的员工都

很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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