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一方水土养育的人群，上海人有其人文“基

因”上“奉令惟谨”、不愿冒险的历史弱项。在上海成为

计划经济尤其是工商业重镇的年代，这种不善开拓而

长于奉命管理的文化有了充分发挥的新空间，这种消

极状态的正面效应是为上海育成了中国一流的近代化

管理人才和管理文化，代价是窒息了以破旧立新、敢为

人先、冒险开拓、拼搏进取为要求的创新文化。

在现实生活中! 有些人希望能

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可以选择!而另一

些人则愿意找到一家还算满意的单

位!作为一辈子的就业场所" 究竟是

什么原因导致了人们对劳动合同期

限选择上的差异呢# 从经济学角度

看!最重要的原因可列出以下几个$

第一个原因来自人们固有的偏

好特征" 根据经济学的研究!人们一

般都是厌恶风险的!比如要在一张!"

元钞票和一张有可能获得!""元的彩

票之间选择的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

!"元钞票!这就是所谓%十鸟在林不

如一鸟在手&" 对确定性收益的偏好

就是厌恶风险的体现" 在就业方面!

风险厌恶体现在追求较长期限的劳

动合同! 短期合同让人有不安定感!

潜在的工作变动可能让自己的未来

变好!但也可能变坏" 与其面对未来

的不确定性!还不如在目前的岗位上

将就着" 通常来讲!年轻人在就业选

择上的风险厌恶程度相对低些!所以

更偏好短期合同"

第二个原因来自雇员自身的人

力资本" 如果某雇员经验丰富!工作

能力强!比如过去的车'磨'刨'洗等

岗位的八级工!供给较少!需求却很

大! 就会成为劳动市场上的稀缺者"

他们签订长期合同或者终身雇佣合

同的代价比较高" 反过来!那些人力

资本较少的员工!在劳动市场上的替

代压力非常大!他们反而希望能够在

单位长期待下来" 而从组织的角度

看!最希望人力资本高的雇员长期留

下来!这就导致了劳动合同期限选择

上的内在矛盾$对长期合同的需求较

强烈的雇员恰恰缺乏人力资本"

第三个原因来自非货币因素"对

一些雇员来说! 在某单位待长了!不

仅对周围环境很熟悉!和同事之间也

结成了某种关系网络!同时!如果这

个单位对自己也不错!那么情感因素

就会起作用!进而升华为对工作的忠

诚"这些都是组织当中雇员长期工作

所积淀的非货币因素!它能够给组织

创造价值" 通常!在组织中的工作期

限越久!雇员就越可能对组织产生忠

诚感"这种类型的雇员总是希望组织

提供长期劳动合同! 甚至终身雇佣"

一般而言! 中老年雇员忠诚度更高!

所以更希望获得长期合同"

第四个原因可能来自货币因素"

如果某个岗位相对于其他岗位来说!

具有某种特殊的租金!那么雇员就不

愿意离开!而且希望能够一直待在该

组织中!享受这份租金" 同样的职位!

在一个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和一个处

于高度竞争环境的企业! 待遇却不

同! 前者支付给员工的实际收益更

多! 这个多出的部分就是所谓的租

金" 换句话说!大型国有垄断企业的

雇员能够得到高收入!并不是因为雇

员工作能力更强! 或者更努力工作!

而仅仅因为处于一个垄断行业当中"

所以! 通常在具有丰厚租金的组织

中!雇员更希望获得长期劳动合同或

者终身雇佣! 比如大型国有垄断企

业'国有事业单位的雇员就是如此"

第五个原因是转换工作的成本"

转换工作不仅需要雇员重新加入到

劳动市场的竞争当中!搜集各种就业

信息!搜寻各类发展机会(而且还要

和雇主重新谈判!并且即使获得了一

份新工作! 也需要重新适应新环境'

新同事以及新岗位的要求"所有这一

切都需要付出巨大体力和财力"经济

学家把这些称为劳动市场上的工作

%转换成本&" 显然!转换成本越低!换

工作的动力就越大(反之亦然" 在劳

动市场不发达!还存在诸多劳动市场

管制的情况下!这种转换成本也会很

高!相应地!这些市场上的劳动者转

换工作的意愿就不强烈!也就越渴望

长期劳动合同" 一般来说!年轻人转

换成本低!越容易跳槽(而中老年人

正好相反"

第六个原因是社会经济环境"

如果处在经济繁荣期!就业机会多!

选择余地大! 签订短期合同的代价

就高! 因为长期合同限制了未来的

选择! 也就相应地放弃了许多未来

的更好的机会" 如果一个经济体劳

动力人数多!就业竞争激烈!处于这

个层面的雇员就更偏好长期合同!

因为找到一份工作不容易" 物价水

平对劳动合同的期限选择也有很大

影响" 如果处于通货膨胀期!雇员更

多选择短期合同或者期限不长的固

定期限合同" 因为长期合同无法重

新就工资水平灵活地再谈判! 随着

物价的上涨! 长期合同下的实际工

资水平就可能受到抑制" 当然!人们

可以在合同中引入指数条款! 要求

工资随物价指数调整" 但这又带来

另一个问题! 如果物价水平是下降

的!那么意味着工资也随着下调!这

一点恐怕很多雇员接受不了" 所以!

通常情况下! 在物价变动较大的时

期!人们不会选择长期合同"

除了上述几个重要原因之外!还

有其他一些因素也很重要! 在此就不

再一一讨论了" 其实上面不过是经济

学家所讲述的有关劳动合同期限选择

的故事! 虽然雇员和组织对劳动合同

期限选择有各种各样的考虑! 但有一

点是共同的! 双方都按自身利益最大

化目标来选择期限"所以!只有在雇佣

双方能够自由选择的前提下! 这个利

益最大化目标才能够得到满足" 这就

产生了一个潜在矛盾! 如果限制某一

方或者双方的期限选择! 那么很可能

最终无法实现劳动力的最优配置" 当

然!一些人可能会提出批评!认为劳动

市场的不完全需要某种管制! 关于这

一点我将稍后在本栏讨论" 不过在这

里我想强调的是! 任何管制都应该以

尊重经济自由为前提! 否则最终伤害

的可能是社会整体的福利本身"

经济学家眼中的劳动合同期限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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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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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年!#月%&'增速

为()*+!全年高达,)-+!涨幅比#""(年高.).个

百分点"如果说在几年前!当)华尔街日报*警

示中国将进入通胀之际! 国人还难以接受的

话!时至今日!我们不能不正视通胀势头对每

个人现实生活可能产生的影响" 尤其是美国

经济面临衰退!国际货币环境将再次宽松!全

球通胀势必将会出现! 我们再不能继续拘泥

于%头痛医头&式的治理思路了!得从源头上

去设法根治"

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 中国通胀趋势的

根源在于持续数年的宽松货币环境以及巨额

外汇占款带来的过剩流动性! 泛滥的货币供

给成为大幅度拉升%&'的元凶" 的确!按照弗

里德曼的观点!%通货膨胀从来就是一种货币

现象&!而且始于#"".年的本轮经济周期所带

来的流动性泛滥现象很是严重"

从数据上来看!#""$年消费品零售额增

长高达!()-+!增幅为!//$年进入通货紧缩后

的最高! 坚持了!"多年的扩大内需战略有效

果初显的迹象! 泛滥的流动性似乎带来了总

需求的大幅增加"

但不能不注意到!在社保体系不够健全'

居民收入没有实质性改善和两极分化加剧的

背景下! 居民消费倾向并没有比!"年前有多

大的提高" 去年消费零售总额的高增长更多

的源于股市的红火!%财富效应& 对消费的拉

动作用至为关键! 而且央行的最新数据也显

示! 去年各项存款比年初增加*.-$-亿元!比

#""(年多增,*//亿元!#""$年上半年居民存

款的减少很快被下半年股市的震荡所湮没!

可见目前的消费增长基础并不稳固"

因此!笔者以为!弗里德曼的命题在中国

不能成立! 中国的通胀趋势主要不是货币过

剩引起的! 过剩的流动性是造就资产泡沫的

罪魁祸首"

其实! 中国通胀势头的根源在于农村的

就业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农村人口

红利也已经被过度消耗!濒临枯竭的边缘"

自从放开人口流动政策后!中国农村数

亿廉价劳动力大量涌至城市!为中国的工业

化和城市化服务" 据人口普查资料!一年之

内在城镇常住(个月以上的农民人口超过两

个亿! 加上短期流动到城里找机会的民工!

保守估计也有.个亿" 这可谓是人类历史上

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了! 这.亿民工相当于

美国与欧洲劳动人口的总和" %三农&的逐渐

城市化!已经使得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

性大幅度下挫! 土地因之出现了大量荒芜!

年富力壮的劳动力也大多不会留在农村%男

耕女织&! 要是在过去 %自家有肉&%自家有

粮&的情况下!很难设想会出现去年猪肉和

粮食价格的如此暴涨"

自!///年以来!我国粮食产量连续减少!

不能满足当年消费" 比如!#"".年人均粮食拥

有量降为...公斤!仅相当于上世纪-"年代初

的水平"这几年在惠农政策的一再推动下!粮

食产量大幅度提高! #""$更是超过*亿吨!实

现了自!/-*年以来的首个连续四年增产"

但是! 就在国内粮食生产达到历史最好

水平的当年! 粮食与食品价格却出人意料地

持续大幅度上涨!表明虽然粮食丰收!但是随

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新增量已经无法满

足中国经济对粮食的需求"

现在的现实是!虽然#"",年到#""$年!每

年中央政府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

的! 但是地方政府却没有把农业问题放在突

出位置! 不重视农村和农民利益的问题依然

比较严重" 地方官员总想着怎么建设国际性

大都市!目前各地已有!-#个地方提出要建设

国际大都市!占了总比例的-#+!若是眼里心

里都在一门心思想着建设大都市! 何来心思

改善农村红利面临枯竭的问题呢#

可偏偏经过这么多年的劳动力转移!农

民红利逐渐消失的累积效应已经显现! 如若

再不高度重视农民红利枯竭的问题! 设法提

高农民的务农收益!%&'或许将以%咆哮&的方

式向国人警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要想防止更为严重的通胀!治本之策理应

是改变农村目前的经济格局!将部分劳动力回

流农村!彻底解决留守农村的农民多是%老弱

残孤&的现状!从根本上调动大多数农民再从

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而不仅仅是采取一些临

时性的管制政策来平抑农产品价格"

"

金银岛

通胀势头之源!

"农民红利#濒临枯竭

!

倪金节

财经评论员" 专栏作者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人当家做主!人人是

股东!可是中国人没有体会到财富对个人生活

的意义" 当时!财富主要是掌控在代表人民的

国家手中"改革开放以来!多少次的思想解放!

多少次的新思维运动! 多少年的高速增长!可

是对于一般居民来说!多数人的财富意识都没

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财富在那时候!是和特

殊人物'特殊权利'特殊路径'特殊心肠相联系

的" 因为富裕起来的毕竟是少数人!多数人还

是对财富很隔膜"

一般心底厚道的善良人! 靠工资吃饭!靠

种地吃饭!基本就跟财富没有什么关系了" 生

活还是像以往那样在延续"那时国营企业与公

务员最受人们推崇" 因为那是官办的!最为安

全和稳定" 那时人们最讲稳定!哪怕是跨国公

司!谁都不知道到底能够维持多久" 人们对财

富的观念! 可以在一个美国人露易丝+海写的

)生命的重建*中找到影子"

比如!我很穷!但是我很好(有钱人是骗

子!有钱人是贪官(我不想有钱!不想盛气凌

人(我的父母很穷!我也会很穷(只有骗子才会

有钱!我永远不会挣钱(千万不能告诉人我在

银行里有多少钱(永远不要借给别人钱!也永

远不去借钱(我是没有价值的!我没有关系和

能力(节省一分钱就是挣回一分钱(为%不测风

云&而存钱(只有努力工作才会有钱,,这些

刻画当年一般美国人心态的财富意识!跟前些

年一般中国人的心态何其相近-

可是!仅仅十多年!尤其是近两年!中国楼

市和股市的突变!让这一切有了一个根本的改

观" 这两年不动产和股市价值倍增!促成了国

家财富向居民手中的转化!居民财富意识跟着

起了变化" 物质决定精神"

!/-*年我国城镇住房#"亿平方米!当时研

究的住房商品化方案是! 每平方米#""元卖给

个人" #""$年!城镇住宅总量达!!"亿平方米"

现在住房价格在所谓一线城市都达到了每平

方米#万元!如果折中算!全国平均也达平方米

*"""至("""元" 这样一来!住房资产总值便达

到("万亿元左右" 如果再把现有的#*"亿平方

米小产权房纳入住房统一市场中来的话!每平

方米按!"""元计!就是#*万亿元的资产" 与城

镇居民住房资产相加!有了超过-*万亿元的资

产规模-

于是!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即先前在%单

位&分到了房子的!先前有点私房的!甚至没个

活钱的农民!一改一无所有的局面!随着房价

的节节上升而扬眉吐气起来"那些一辈子靠低

工资生活的人们! 到了退休有一套或两套房

子!猛然间也挤进百万富翁序列!让人不能想

象" 农民的身份更是特殊" 先前一个农民户口

转为城市户口! 要花几万甚至十几万元费用!

现在全反过来了" 城市人想转成农民户口!则

至少要拿出."万元!还找不到门" 其中的重要

因素是农民的宅基地升值了"

不能简单说房价上升就是泡沫' 水分太

多" 中国住房资产的大幅度增值!并不简单是

地方政府卖地'开发商黑心'炒房团捣乱'政府

调控不到位的综合作用"这实际上还暗含着一

个根本性的转换" -*万亿房产就是居民财富丰

度的指示器"尽管城市居民对市场上的高房价

有抱怨!但是住房价格一旦跌落!抱怨的声音

恐怕会更强烈"因为房价跌落等于居民手中财

富贬值"一如!//$年后的香港!楼市大跌价!大

多数居民由富翁变成了负翁"

股市也不甘落后"中国股市从无到有!市

值从早些年的区区千亿元!#""(年初.万亿

元!#""$年一度摸高."万亿元!普通股民手中

握有了真正的财富" 无论是退休人员还是在

职人员!无论是农民工还是无业人员!无论是

高级知识分子还是没上几年学的人! 甚至学

生和乡下来的保姆!都纷纷加入了炒股大军"

普通公民资本的原始积累! 在这个大牛市中

得到了实现"

人们不再对谈钱讳莫如深"大家开始乐观

起来!开始一切向钱看!开始出国旅游!开始进

高级餐馆!开始谈自己花了多少钱买了什么新

东西!开始说自己交了多少税等等" 人们花钱

时满怀喜悦和自豪" 人们聚到一起!不再像以

前那样!%你好&'%吃饭了吗& 等问过以后就摆

摆手道别!现在他们有了更多的话题" 那种痴

迷和热情!一下子使整个社会温暖了起来"

随之! 一种新的财富意识渐渐扩展开来$

%我们自己消极的信念是惟一限制我们的东

西&!%我们的贫穷是我们意识里的信念所导

致&!%只有我自己才是那个对自己的贫穷负责

的人&!%世界为每个人做了充足的准备&"

这种财富意识的悄然而深刻的改变!还使

得中国人有了一种新的心态! 把自己敞开!向

全世界宣布!我们已经做好准备!接受向我们

流淌而来的财富和所有的好事"

中国人开始公开地'疯狂热情地追逐财

富!同时他们又热追国学'崇尚并恪守着人

类最基本 %诚信&'%勤劳&'%和平&'%仁爱&

等基本价值" 被冷落了太久的国学重又登

上前台!于丹'易中天们等一夜成名!人们

开始向善!人们开始触摸传统!触摸那些左

右了中国人几千年的价值" 同时!消费者权

益保障委员会'小股东投资权益保障委员会

等等非政府机构 .012/ 如雨后春笋般成

长!我以为!这一切形成了中国繁荣昌盛的

真正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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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国韶乐

上海作为日趋国际化的大都市

而多%白领&'少%首领&的话题!近日

重又受到关注! 不禁令人感慨系之"

早在五六年前!沪上的舆论和媒体即

已讨论过这一社会现象的本质和来

龙去脉" 而今重提!不知是时光前行

迟慢呢!还是物是人非而认旧为新#

所谓白领!指企业事业中高层管

理人员(而首领!泛指创业领袖人物

和企业家" 说实话!上海人的确喜做

高管!善做高管!而不乐于'不敢于'

不善于做首领" 回看改革开放三十

年!上海屹立不倒的企业'创业首领

能有几人# 在全国知名能与张瑞敏'

王石等比肩者一个都没有"而服务于

中外大企业的白领!从研发'营销'人

事等类中高管理人员到副董'副总乃

至总经理的上海高管则多如过江之

鲫!数以十万计" 这里确实存在问题"

问题之一!上海人比较缺乏艰苦

奋斗和大胆创新精神!比较缺乏阳刚

壮烈情怀"这有可能使族群生命力弱

化(问题之二!上海作为中国经济增

长极的原始动力和竞争力被弱化"人

是生产力三要素中最活跃的关键因

素!如果善于创造的人'高知识'高智

商的人都去做听人指挥的'为人管家

的管理人员而不想冒险出头开出一

片新天地!那么!作为个体的创业'创

新'创造者和最活跃的生产力开拓者

就大大减少了!能获得成功的首领人

物自然也大大减少了"于是后续的问

题被关注了$上海的发展原始动力和

核心竞争力还会大而强吗#上海缺人

才!上海创新能力不足" 光有各种各

样引进'培育'优抚人才的措施和创

新增加资源投入显然是不够的!据笔

者的观察!分析问题的思路!解决问

题的办法!还要从上海历史和现实的

深层面去寻找原因'依据和机理"

作为一方水土养育的人群!上海

人有其人文%基因&上的历史弱项" 不

妨看看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代中外人物

对上海人的评语$ 上海英租界首任总

督到沪后发现!%上海人! 几乎是跟广

东人完全不同的种族!,,广东人好

勇斗狠!上海人温文尔雅(南方人是

过激派!吴人是稳健派" 自古以来!上

海人一直是顺从当权的地方政府的!

而广东呢! 却随时在酝酿着政治阴谋

和叛变"&%中国的这一部分的老百姓!

生性息事宁人!相当胆小&" 苏松太道

吴熙说%本地民习刁而不蛮!绅 亦少

巨擘" 即二三办公董事!不过传令签

答!奉令惟谨而已!亦无杰出人才&"而

正宗上海本地文化人秦荣光也自责

道!%民情最好唯吾邑!一任官贪吏逞

雄" &究其原因种种!或许是上海僻处

海隅!水土丰沃!太平天国之前从无

天灾兵祸!只要勤勉!即可过温饱生

活!因而无所他求'不想冒险他就" 李

鸿章建轮船招商局!先是找了上海本

地船商朱某兄弟筹办!两人不愿带头

掏钱投资!说穿了不敢冒险做%现代

航运&!两年过去!一事无成" 结果找

到广东富商徐润'唐廷枢!两人说干

就干!不仅投入自己全部家当!而且

动员族人'亲朋共同投资!奋斗数年!

终臻于成"结果轮船招商局作为中国

第一个现代化民族航运企业存续至

今" 每读至此!不胜欷嘘"

翻开上海史!名闻海内的上海大

亨特别是实业'金融巨头名流!基本

上都是外来的冒险家! 或外省 .江'

浙'粤'闽'皖居多/或外国!而本地名

人除了黄金荣'杜月笙等不入清流者

外!只能找到黄炎培等寥寥几人" 知

名的买办'精明的总办'襄理'协理则

比比皆是上海人!而中高级职员更是

以本地人和外来移民的后代为主力"

他们在国中之国的十里洋场里!纵有

委曲怨愤!也终%奉令惟谨而已&" 如

果说这种消极状态也有正面效应!那

就是!为上海育成了中国一流的近代

化管理人才和管理文化" 为 !/,/年

后新中国的经济社会管理事务提供

了一定的人才'经验'规则方面的储

备" 也就是说!滋生了买办文化土壤

的管家文化'管理文化'管理人才和

知识!不意间成为新中国的管理文化

财富了"

在上海成为计划经济尤其是工

商业重镇的年代!上海人不善冒险开

拓而长于奉命管理的文化有了充分

发挥的新空间!并具体转化为上海的

精良工业产品'诚信商业道德'有序

城市管理! 以及严整的经济规章等

等!为上海人在全国赢得了信任和美

誉!也为上海人回馈了相对优越安裕

的生活环境" 那种精神和物质上的美

好感觉!不幸放大了骨子里的%稳健&

的传统人文基因" 上海人面对改革开

放浪潮普遍地退步三舍!很少人敢如

粤'浙人那样投身潮中!奋力拼搏" 于

是上海当今少%杰出人才&而多%奉领

惟谨&者!多%白领&而少%首领&!也是

势所必然的社会现象了"

当然需要说明二点$其一!以上

海二千万人之大数!这个%海&中其实

已养成并潜伏许多亿万%巨擘&!只是

%相当胆小&或%温文尔雅&不愿出头而

已"但既不具%过激&之气概!大概就称

不上首领级杰出人才了"其二!上海人

擅长管理'周严管理'服从管理的计划

文化'计划体制!窒息了以破旧立新'

敢为人先'冒险开拓'拼搏进取为要求

的创新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上海

人自己%害&了自己" 这从上海非公经

济' 中小企业发展受到的有形无形管

制之多'之严!民间的抱怨之声不绝于

耳可概见全豹"其三!深受买办文化余

绪影响的上海管理文化中! 辨识不清

的崇洋心理有时会放大为过度的亲外

商'媚外资立场和政策" 这会引致%开

放&的成就!却也会挤占和客观上压抑

民族经济的发育空间"

行文至此!不禁要反躬自省" 本

人原籍广东!大致可归有点%过激&但

既非%好勇斗狠&之类!也非%刁而不蛮

之徒&! 因而想讲点真话! 敢显点真

情000为了上海和中国的未来更加

美好" 但既生在上海!食其水土!因而

也不免潜受其制!发生局部基因变异$

本人居然也反对儿子自主创业而强力

推其进大企业过%稳健&日子" 幸而年

青人的朝气把我的企图推翻了" 如此

看来!上海年青人有希望!上海人有希

望!上海更有前途"而上海非上海人之

上海也!全国和世界之上海也!此所以

在本栏妄论上海人长短' 细究上海

%领&之多寡之寸心诚意所在也" 或有

唐突之处!敬请大方教正-

!

郑 韶

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研究员

上海为什么出不了王石$马云%

———重提上海多“白领”、少“首领”之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