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王永亮来说， 最近几年工资
让他舒心不少。 “看到公司职工齐心
协力一起向前， 公司的效益也越来越
好， 我能不舒心吗？” 58岁的王永亮笑
着说。

王永亮是北京城建八建设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城建八公
司 ”） 东坝项目部的一名安全员 ， 从
1981年参加工作以来， 一直在城建集
团工作， 是企业的老员工了， “我们
公司是2007年成立的， 成立的时候就
背负着1.9个亿的债务负担， 当年的年
产值也只有2亿多， 公司的效益不好，
我们职工的工资这一块也涨不上去 ，
说实话我这心里都挺不安的， 现在可
好了， 我终于等到了工资连年涨的这
一天了。” 说完王永亮便哈哈哈的笑了
起来。

建筑企业这几年的竞争越来越激
烈 ， 像城建八公司这样的施工企业 ，
如何确保效益越来越好？ 城建八公司
总经理戚涛总结： 关键在战略。 戚涛
记得习主席在去南非访问并参加金砖
国家峰会之前接受记者采访， 在谈到
治国理念时， 引用了 《老子》 的 “治
大国， 若烹小鲜”。 他觉得搞企业也是

这个道理， 不能乱搅、 乱翻， 不能朝
令夕改 ， 需要一个长期的发展规划 ，
“润物细如声”。

城建八公司根据北京城建集团的
发展战略目标和 “企业强大 职工幸
福” 的企业愿景， 制定了到2020年三
步走的总体发展战略： 第一步： 2012
年—2014年打 基 础 ； 第 二 步 ： 2015
年—2017年上 台 阶 ； 第 三 步 ： 2018
年—2020年进入北京市同行业领先水
平。 到2020年年末， 完成企业经营额
30亿元。 在岗人员人均收入达到20万
元 （主要是根据施工生产任务的增加
和利率增加进行测算）。

“领导们制定三步走之后， 我们
基层职工心里都像吃了定心丸一样 。
不用担心换一批领导 ， 政策变一次 。
同时， 让每一位职工了解战略， 我们
每一个职工都能切实的参与其中。 公
司工会还通过工资集体协商来确保我
们工资的增长。 你说我们能不好好干
嘛？ 我们只能更加努力让目标早日实
现。” 王永亮笑着说， “就拿刚过去的
2014年来说吧。 按照战略到2014年的
人均收入达到8万， 但是年底我们实际
达到的人均收入是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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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涨工资， 北京市皮鞋厂的职
工最有发言权。 该厂从1996年到2014
年， 已经连续18年为职工涨工资， 幅
度在10%左右。 该厂物业部门职工李
大明高兴得眼睛笑成了一道缝， 他对
记者说： “我们厂转变了经营方式之
后， 金灿灿的金子流进了李老汉的口
袋里， 我们的兜儿里越来越鼓了。”

今年58岁的李大明在1979年进厂
之后， 先后干过制鞋工、 销售员和物
业员， 见证了企业从兴旺到低落， 再
兴旺的起起伏伏的过程： “我刚进厂
时， 在生产车间制鞋。 后来到销售科
当销售员。 这一干就是19年。 给我印
象最深的是， 我们厂最困难的时候 ，
距离发工资还有三天， 却不知道钱在
哪里， 让我们四处去催款、 借款， 发
了这个月的工资 ， 着急下个月的工
资 。 ” 电 工 李 国 庆 深 有 感 触 地 说 ：
“那时， 不敢看病， 因为看了病之后，
医药费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报销。 到
报销的时候又排着大队。”

1990年进厂的张琳暄现在是保洁
工， 以前是生产车间制鞋工。 她在当
制鞋工时经历了生产车间的两次搬
迁。 第一次是生产车间从新街口搬到
西郊的北宫门， 第二次是从北宫门搬
到河北的三河市 。 她说 ： “那几年 ，
我从城南每天坐车到城北的北宫门 ，
来回要三四个小时。 后来， 我又从城

南每天坐车到京东的三河市， 来回也
要三四个小时。 即便是这样的辛苦 ，
可是工资也不多。 我们实行了计件工
资之后 ， 工资有所提高 ， 但是不稳
定。”

从 1996年开始 ， 该厂转变了经
营， 变单一经营为多元化经营。 由制
鞋增加物业， 实现了生产制鞋与物业
的两翼齐飞。 生产车间搬到三河市 ，
留在城里的厂房进行多种经营的开
发， 建立了高科技的孵化器企业， 一
举扭转了亏损的局面。 李大明工作岗
位的转变说明了企业经营转变。 他由
四处催款 、 借款 ， 到现在坐等送钱
来。 李大明笑着对记者说： “我现在
是干物业工作， 就是专门收房租， 每
月不发愁没钱。 有了钱， 我们就能给
职工涨工资。”

现在是服务保障管理部的李国庆
拿着报税单让记者看： “我们现在拿
到手的工资一年有近12万多元。 我们
每月都记账， 到达12万元， 要填写报
税单。 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 可是 ，
我的工作也从单一的电工变为一人多
岗， 一人多能。 只要挣钱多， 多干一
些工作算什么呢？” 张琳暄从一线的
生产车间到二线的保洁岗， 也没有怨
言。 她拿着工资条对记者说： “只要
连年涨工资， 干什么活都行， 我的精
神就倍儿爽。”

北京市皮鞋厂工资连涨18年

北京城建八公司到2020年末人均年收入计划达到20万元

转变经营方式，
职工工资连年涨

问题分析：工资长
时间不涨，带来的直接
问题就是企业信誉下
降，职工不仅自信心下
降，同时也带来职业精
神的衰减。

然而， 工资的问
题并非仅与企业效益
是否增长有关， 也关
系到企业管理中的民
主程序， 关系到企业
是否受某些政策的影
响， 关系到企业是否
有处理好历史遗留问
题的能力， 甚至还关
系到企业自身的人员
结构等等诸多问题。
这就需要我们逐渐把
问题梳理清楚， 哪些
是政策原因， 哪些是
遗留问题， 哪些是属
于职工自己可以调整
和选择的方向。

看到某些因工资
连年不增长而心慌的
职工， 看到他们面临
的生活窘况， 感叹的
同时我们也呼吁相关
企业， 能否尽快找到
改变困境的方法， 能
否把企业的难处清楚
地告知职工， 凝聚职
工集体的力量渡过难
关。 我们也希望某些
有足够的利润却不给
职工涨工资的企业老
板， 别只盯着自己的
腰包而不顾及员工的
生活。 该给职工涨的
工资一定要涨， 总让
职工心慌， 最终会让
老板心慌， 让企业垮
塌。

工资虽然发放在
个人的口袋里， 却体
现了劳有所得和利益
共享的劳动关系。 任
何一家企业都不能小
视劳资关系。 尊重职
工工资待遇， 等于尊
重了企业的利益。

说到涨工资问题， 一些老企业的
职工总是一声叹息的表示： “在企业
这么多年了， 工资一直是这么少， 几
乎没怎么变过。”

位于北京西郊卢沟桥附近的一家
国有大型工厂， 建厂历史已经接近百
年，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一直为新中
国的火车铁路事业做着自己的贡献 ，
因为该工厂成绩突出， 为当时国家的
发展做出过贡献， 数名国家领导人都
参观过该工厂， 并为工厂留下了很多
珍贵的照片和影像， 说起这些， 一名
至今还在工厂工作的李师傅自豪的说
道 ： “当时毛主席非常关心我们厂
子， 在与职工交谈的过程中， 还对我
们厂子的体育活动进行了表扬。”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工厂名声增大，
工厂中的职工的人数就越来越多 ，李
师傅说：“那时企业在最牛的时候 ，职
工将近有万余名，比现在热闹多了。 ”
但随着近些年， 经济体制改革和国内
相关行业需求的减少， 企业转变了经
济增长方式， 在车间内并不需要很多
职工，在大背景之下，目前企业仅有近
1000余人，年轻人占据了大多数。

随着技术改革不断发展， 技术创
新不断进行， 曾经的老国企， 现在又
有了一定的发展， 产品不仅已经卖到
全国各地， 甚至还收到了来自非洲和
美洲国家的订单 ， 厂子里的技术骨
干， 也随着产品一起派到国外。 在拥
有众多订单之后， 企业的收入比之前
有了很大的提升， 但为什么企业效益
上去了，职工的收入还没有改变？ 职工
老刘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说道：“企业
的这些收入不仅要养活1000多名在职
职工， 还要给近万名退休职工发退休
金，在这种条件下，企业很难有多余的
钱给在职的涨工资了。 ”

老刘介绍说， 企业后勤部门刚来
的大学生，税后每月仅有2500元左右的
收入，而像他这样的老职工，每月也仅
仅拿到3500余元。但与很多私人企业不
一样的是， 外地的大学毕业生在进入
厂子后，会有进京指标，在经过几年的
等待之后，便会有北京户口；而针对老
职工，企业也许还有住房的补贴。老刘
说：“我就希望厂子在我退休之前 ，分
我一套房，我就挺知足了。”

万人已退休
千人干活养
工资很难涨
某国有大型工厂

战略规划
使职工年收入有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