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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工”，是近年来出现在劳务市场的一
个新名词，顾名思义就是计时工，按工作时
间获取报酬的工人，其工资是根据劳动者具
体工作时间来结算的，一般是一个工作日一
个工资结算周期，也就是干一天活结一天工
资，还必须是及时支付。这种用工形式普遍
存在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尤其是在建筑施工
领域比较突出。作为一种新的用工形式，点
工在有力地补充劳动力不足、缓解就业压力
的同时，也存在不少争议，除其自身有不少
诟病外，其背后还
有不少隐情。

兰州某建筑企
业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每年 4 月到
10 月，是兰州建筑
市 场 施 工 的 高 峰
期。这个时候政府
对建设工程施工管
理比较开放，许多
工 程 项 目 争 相 开
工，并迅速进入施
工高峰期，用工需
求也相对加大，建
筑劳务市场上施工
作 业 人 员 供 不 应
求，供需矛盾十分
突出，导致整个兰
州市及周边建筑市
场出现了“用工荒”。一边是紧张的工期，一
边是用工荒，一些建筑工地不得已开始突
击，只要有人来，干一点活工程就推进一
点。这也许就是点工现象在兰州建筑施工
领域比较突出的原因之一吧。

“点工”的产生，有力地补充了“用工荒”
带给企业的用工压力，但随之一种新的现象
应运而生，有人有预谋、有组织地通过建立
微信群、QQ群等网络平台，在市场上招纳
吸收临时工，建立庞大的“点工”队伍，采取

以“抢工”的形式蓄意抬高劳务单价建立“突
击队”，在建筑工地打“点工”，且要求施工企
业（项目部）必须以现金支付（或微信转账）
的方式支付当天的劳务费。一位深受“用工
荒”折磨的建筑企业老总对此苦不堪言。

兰州市建筑业联合会一位理事表示：
“这一现象扰乱了建筑劳务市场秩序，同时
也给兰州市原有的建筑施工企业招用劳务
人员带来了巨大冲击，其影响和危害并逐步
向甘肃周边地区扩散蔓延”。

记者在一些工程项目工地采访时，各工
程项目负责人也普遍反映劳务班组难找，尤

其是新开工程更是无法寻找到合适的合作
班组与满足条件的作业工人，满城皆现“用
工荒”，而突击队横行，施工企业成本剧增，
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进退两难。

在对建筑劳务用工市场深入了解中，建
筑业资深专家也在研究“点工”这一新生用
工形式。

“求大于供是产生‘点工’的主要原因之
一，也就是供需矛盾的问题，供不应求。”一
位业界专家一针见血地点出了当前建筑业

市场“点工”横行的症结。专家
说，供不应求只是表象，而深层
次的问题是从事建筑施工行业
的劳动力减少，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不愿意从事建筑施工作业，某
些技术工种面临青黄不接的局
面。同时，近年来工程项目建设
规模持续扩大，越发加剧供需矛
盾，兰州建筑劳务市场求大于
供，也是角色的转变，“求职”变
成了“供职”，供求发生了大反
转，劳务工成为建筑施工企业争

抢不到的香饽
饽，“点工”应
运而生。

“其次，农
民工工资得不
到有效保障，拖欠农民工
工资现象没有得到彻底
解决，也是‘点工’产生的
另一个原因。”专家继续
深入剖析指出，现阶段工
程建设项目很大一部分
项目建设方资金投入严
重不足，不能及时足额支
付工程进度款，更有部分
项目纯属施工方垫资建
设，资金一旦出现问题，
势必最终导致施工方拖
欠农民工工资，而这一现
象在当前也比较普遍。

没有工资保障，农民工很难淡定，与其流汗
流血还要流泪，还不如加入工资收入相对有
保障的“点工”行列，这也是这部分农民工不
得已的选择。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当“点工”成为一
种劳务市场现象后，群体个数的增长，其附
加值也在不断飙升，散兵游勇式的劳务谈判
已不占优势，抱团生存法则在这时候也得到
了很好地应运，于是有了团队带头人，充分
利用各种手段收集发布信息，有组织的建立

劳务市场点工网络平台，左右点工市场。
“点工”由点到面，由“单兵”到“集团”，

规模化、组织化发展，使一些建筑施工企业
吃尽了苦头，纷纷抱怨点工扰乱了原有劳务
市场用工管理模式，颠覆用工方制定规则的
用工模式；施工企业务工人员施工现场实名
制管理难度加大，甚至是压根没法管；进入
现场作业人员鱼目混杂，操作技能及安全防
护能力无法甄别；安全管理难度大，发生安
全事故的可能性变大；人员教育培训、考核
不能落实；抢工作业的施工质量得不到保
证；施工企业的资
金压力无限放大。

一建筑企业
老总说，在人为操
作及短线利益诱
惑下，越来越多的
建筑务工人员和
劳务包工小老板
逐步加入了“点
工”的大军，建筑
施工单位被动接
招，不得不接受这
样的现实。

这位老总不
无担忧地说，做

“点工”最大的诱
惑在于能即干即
结清工资，刚开始
操作者利用略高
于市场价格的单价和现金当场结算的优势，
招募组织了相对庞大的“点工”队伍，最终导
致原承包作业劳务队伍人员严重流失，“点
工”队伍的组织者，又坐地起价，哄抬市价，
从中达到坐享其成予以牟利的实质目的，其
实长远来看，真真受益的并不是那些劳务作
业者群体。

针对点工对建筑施工劳务市场的种种，
建筑业界有人于日前在网上发帖，声讨“点
工”及其组织的“罪行”，提醒各方高度重视，
敦促建筑业相关组织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能以行业自律、行业自我管治及行政手段规
范现阶段的兰州市建筑劳务市场“点工”乱
象。

帖子发出后，网上舆论一片哗然。

一位网友吐槽：施工企业没有自有劳务
队伍，劳务公司其实也没有自己固定的班
组，基本上是有活拼凑一下，没活各自东
西。作为劳务班组的小老板也要利益最大
化，不想养人，只能用几个人应付场面，活紧
张时才找人抢工，这样的现实是导致点工泛
滥的真正原因，根源还是在施工企业。

一些网友直言：施工单位如果能按时足
额发放农民工的工资，谁还愿意东奔西跑去
干朝夕不保的“点工”？

一位建筑业职工说：不是谁愿意当“点

工”，而是建筑业的乱象导致农民工干完活
拿不到劳动报酬或结不清账而引发的，希望
引起全社会正面的理解。

一位建筑业人士说：施工企业拖欠农民
工工资也是不得已，罪魁祸首还是工程款严
重被拖欠问题。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国家要
出台适合目前建筑行业的规章制度，建章立
制。建筑行业必须要做一次大手术。

一位网友说：现在的建筑单位没有自有
施工队伍，都是劳务外包，在劳务队里老板
说了算，劳务人员没有保障机制和向上发展
的空间，只能和老板一样利益最大化。这位
网友直言不讳地说：如果建筑单位还认识不
到这些，随着“70、80后”农民工的老去，这一
现象会更突出。

“装修费用越来越贵，除了因为砂浆水泥等材料成
本上涨，还有用工成本的上涨。”干了多年建筑行业的王
崇明现在是北京某装修公司的营业经理，几年前做油漆
工的他工资一天一百元，而现在一个小工的工资大概也
要一百多元。

眼下，王崇明所在的建筑业不得不面临一个现实问
题：建筑工人数量正在不断缩减。未来，建筑行业如何
吸引新生代农民工来缓解用工不足呢？

工人老龄化，工资上涨
“现在工人越来越少，处于青黄不接的时期。我们

这一代老了以后慢慢退出这一行，但是年轻的力量补不
上来。”王崇明说。据《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
示，2018年农民工总量为28836万人，但增速仅为0.6%，
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8.6%，比上年下降0.3个百
分点，而其中对农民工较具吸引力的京津冀地区其数量
减少了27万。

来自甘肃天水的“70后”王建水在北京东二环回迁
住宅项目工地做零工，他也明显感受到了这种变化，他
所在的施工队原来有800多人，而现在只剩下差不多一
半，由此也带来了工人薪水的提高，“像抹灰工、泥瓦工
等大工，按每平米建筑面积结算，平均下来一天可以达
到四百多元。”

抹灰工杜师傅十年前从老家河南来北京打工，他也
越来越感受到建筑行业的缺人情况，比如瓦工有时候一
个人同时受雇于七八家业主，“即使工资给的高，也很少
有人愿意干，尤其是年轻人，因为实在太辛苦了。”

住总集团人力资源中心主任李磊告诉《工人日报》
记者，虽然目前住总集团的劳动力使用方面没有明显短
缺问题，但是可以感受到劳动力招聘组织难度越来越
大，此外，近3年来，集团使用农民工工资涨幅在15%左
右。他认为主要是建筑工人缺乏就业意愿，以及老龄化
加剧等问题，造成高技能人才匮乏，工资水平不断上涨。

招工难，用工成本高，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就
是工地上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在王崇明的公司，工人
的主力军是“70后”和“80后”。而在王建水的工地上，几
乎没有年轻人愿意来干活，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90
后”。

李磊给出了一组数据，他所在的企业目前在册农民
工22955人，其中“80后”（30至39岁）6209人，占总人数
的 27.05%，“90 后”（20 至 29 岁）3231 人，占总人数的
14.08%，“60、70 后”（40 岁以上）13359 人，占总人数的
58.20%。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张善柱认
为，这是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建筑产业升级以及农民工
代际转换过程中产生的正常现象，新生代农民工不再把
工资收入作为职业选择的唯一标准，“更追求体面劳动、
自身价值实现和生活品质提升。”

又苦又累，找不到媳妇，“90后”不愿选择工地
在北京三里屯某酒吧里来自河南项城的小杰正在

熟练地调酒，来北京的4年多，他尝试过不同行业，美发、
西餐厅、工地、酒吧。“每天起早贪黑，天还没亮就开始干
活了，背着大电钻，从楼顶一点一点往下打眼，真的很
累，刚开始的时候胳膊都抬不起来。”小杰回忆起工地经
历，他表示工地留不住年轻人是因为太累了，同时在工
地干活“会比较没面儿”。“毕竟我还年轻，也不能一直干
工地，虽然挣钱很多，
但也不是长久之计。”
他说。

和王建水一同在
北京打工的两个儿子
一个去了工厂，一个
去了饭店，都不愿意
跟父亲来工地，王建
水觉得现在的年轻人
吃不了苦。

而劳务公司质检
员小刘还给出了另一
个工地招不来年轻的
人原因：“在工地干活
找不到媳妇。”工地很
少有女工人，即使有
多数也是跟着丈夫一
起来打工，单身女工
人可以算是“稀有物
种”了。

中国劳动关系学

院劳动关系与工会研究中心研究员曹荣认为，对于需求
不断增长和文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建
筑业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危险、简陋，权益的保障有待
提高，其吸引力逐渐降低。而互联网经济迅猛发展，第
三产业的工资待遇、工作环境、劳动条件等方面的综合
优势不断提升，对“90后”农民工更有吸引力。

小辉是“90后”，来自湖北孝感，负责北京丰台西局
区域的外卖配送，他认为送外卖虽然风吹日晒，但是比
工地要轻松很多，而且时间上更自由，工资每月平均五
六千元左右，干得多时可以达到近万元，“多劳多得，每
一单都是为自己赚的。”他的同事吴勇也表示工地环境

太差，收入并不稳定，还可能会遇到拖欠工资的情况，而
在从事外卖工作的一年多里，每月工资都会准时打到卡
里。

未来，建筑工地会受到青睐么？
伴随共享经济、平台经济、数字经济而出现的新经

济、新业态，成为吸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蓄水池”，建
筑行业难以再赢得他们的青睐，造成了建筑工人队伍的
年龄断档、后继乏人。而从宏观层面上，张善柱认为还
会制约整个建筑行业的技术传承和可持续发展，影响国
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

北京丰台西四环一工地，来自云南昭通的架子工申
大伟带着他19岁的儿子一起打工，儿子无法忍受工厂加
班时间长的流水线工作，且父亲认为送外卖的工作既辛
苦又不正式，“建筑工还是有一定技术性的，在工地可以
学门能吃饭的手艺。”

这样的年轻人如今在工地上是少数，但也反映出他
们对技能培训、职业发展等方面的需求，像小辉一样的
外卖员也表示送外卖只是一个过渡工作，对于未来做什
么仍然很迷茫。

那么如何解决建筑业劳动力短缺问题，吸引这些年
轻劳动力呢？

从企业角度来看，李磊认为应该提升用工精细化管
理水平，通过提高效率解决人员不足问题，此外通过校
企合作等方式，建立工人定向培养、输入渠道。

曹荣认为首先要改善建筑业生产生活条件、加强建
筑业农民工权益保障，以此来提高建筑行业吸引力。此
外还要加快建筑业转型升级，加强技能培训，建立起一
套完整的建筑业工人职业发展体系。

张善柱则对未来表示乐观，他认为，“只要经过针对
性的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建筑行业最终会赢得新生代
农民工的青睐，同时应该更好地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多元
化的利益诉求和对美好城市生活的向往。”

建筑行业“失宠”年轻农民工难留
□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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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