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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人眼里，当年的硅谷就是一台生产富翁的机器，制造过现代致富神话:每天诞生几十个百万富

翁、每周诞生十多家市值达5000多亿美元的企业，一度成为全世界高技术人才顶礼膜拜的圣地，被誉

为“镶嵌在美国经济中的一颗钻石”。世纪之交我访问硅谷时，正值其顶峰时期，充耳所闻的都是那

些令人激动万分的致富传奇故事。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当我访问当地被称为“南湾工会协会”的地方工会团体（一个代表着110家

工会、100多万工人的非营利性地方工会组织）时，却听到了与之极不和谐的声音，对方向我披露的

一些情况，令人看到了硅谷辉煌背后的阴影。现在细细回味起来，硅谷的盛极而衰，其实是早有迹象

可寻的。  

  强者弱者泾渭分明  

  众所周知，硅谷高科技公司曾在人类经济史上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惊人业绩，其科技发展的速度与

效益更成为全球各地科技业效法的对象。而缔造这一奇迹的，除了包括创业投资者、律师、咨询顾

问、会计师、人才中介业者、投资银行家以及公共关系人才在内的各路精英外，掌握各种高新技能的

人才更是功不可没。正是在这些精英人士的贡献下，创新科技概念商业化成为硅谷迅速崛起的秘密武

器。而这些人自然也成了硅谷的宠儿。许多公司为了形成自身的竞争优势，不惜血本，竞相以高薪、

期权、高福利待遇和优越的工作环境作诱饵，想方设法挽留与网罗人才，以期在市场中占据制高点。

硅谷强大竞争力的形成正是得益于这些吸引人才的举措。  

  但资本的特性是利润最大化，资本家在雇用劳动力时，不可能不考虑到人力成本问题。所以，许

多公司采取“劫贫济富”、“厚此薄彼”的策略，工薪逐渐不再是平等地支付给员工，而是出现了巨

大级差:部分短缺的员工被重金“礼聘”，但对另一部分员工则出手吝啬，这就进一步拉开了高技术员

工和非熟练工人工资上的差距。  

  随着科技发展和分工细化，硅谷公司对员工的要求也开始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专业人士必须时时

有新发现，在技术上保持行业领先地位，对他们的专业技能要求更高;而一般技能者如收款员，由于电

脑技术的发展，不再要求拥有数学底子，意味着对一般技能者的要求在下降。于是，在硅谷，“强

者”与“弱者”被作了重新的划定。专业技能者自然是名副其实的强势群体，他们被视作公司的财富;
而包括一些在大公司里从事非技术性或技术含量不高的较低层职业的职员和临时工，在硅谷这个“冒

险家的乐园”里则成了所谓的弱势群体。  

  据介绍，这些弱势群体大体分为几类:一类是原本在职的员工，例如餐厅服务员、仓管员等，现已

统统改为与公司签订合约。对公司而言，这样的管理更灵活，效率更高，但对员工而言，工作和福利

条件大都有所减退，保障性也差了。有的工作岗位比如会计，公司甚至采取了拍卖的方式，择其价低

者签订合同;再就是由一些雇佣中介公司提供的临时工以及一些“独立工作者”。为了节省成本，有的

公司在需要人手时，才会向雇佣中介公司要人。那些被称为“独立工作者”的雇佣人员，则是硅谷的

“吉卜赛人”，他们与雇主直接签约，由于不隶属于雇主，雇主无须向他们支付健康保险、福利金

等，遇上公司裁员，即可解除合同。  



  经济繁荣的背后  

  无疑，硅谷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先进的技术提高了工作效率，整个行业结构在快速调整，劳动大

军在当今的经济环境中所需要的技术已与十多年前大相径庭。所有这些因素累加在一起，对稳定工作

的传统定义提出了挑战。雇员们不能只期望在一家公司工作到老，沿公司的内部阶梯层层攀升直至领

取养老金。如今他们必须面临多个雇主、变换的工种和不断变化让人赶不上的技术门类。  

  美国人大多数要依靠工作单位获取退休金，获取的条件是其为公司服务的工龄。而当其时在加州

每个人在公司服务期平均只有三年，而且有日趋缩短的迹象，在硅谷则更短，这十分不利于人们获取

退休金;再者，健康保险要以团体的名义购买才便宜，由于有的员工是以独立工作者的身份与公司签订

合同的，员工在购买健康保险方面已无优惠可言。美国法定的最低基本工资为时薪5.15美元，在硅

谷，据称几乎有接近一半的工作时薪仅为6美元，已逼近最低基本工资界线。据硅谷正在推行的“依靠

基本工资过日子计划”提供的测算数据显示，单身者税前工资只有达到时薪8.08美元才能维持生活;而

单亲人士分两种情形:一个成人抚育一个学龄儿童，其时薪需达12.42美元，抚育两个小孩（婴儿和学

龄儿童）时薪则需17.27美元;双亲家庭（在职夫妇共同养育两个小孩），每个成人的时薪则要达到1

5.72美元。但在当时由硅谷公司向社会提供的20种工种中，有一半的时薪不到10美元。  

  然而，硅谷又是世界上生活费用最高的地区。受高收入阶层消费的拉动，令当地的消费水平居高

不下。硅谷的房价一直飙升，比美国其他地方要贵得多，平均房价大约为50万美元，比全国平均水平

高出两倍以上。所以，在硅谷，工人们大都买不起房，三四家人挤住在一套房子里的情形并不稀奇。  

  繁荣是要付出代价的。在硅谷，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差距越来越大，两极分化的程度严重。低收

入者的神经绷得更紧，安全感在降低。虽然私人经济得到了发展，但地方政府的作用却在削弱，教

育、交通、住宅、环境等问题日趋严重。加利福尼亚经济再教育中心的经济学家斯蒂文·列维认为:

“经济繁荣已经给住房、交通以及整体生活质量等诸多方面提出了挑战。”  

  如果要找一个可靠的雇员，还不如去养一条狗美国政府总在吹嘘美国的经济发展了，人们收入也

增加了。然而硅谷部分老百姓的生活品质却显而易见地不升反降。  

  据分析，导致这种情形的主要有两种因素:一是市场需求的变化。在新经济的趋势之下，更多的人

在工资问题上不得不作出让步，愿意有限度地提高工资，甚至削减工资，接受收入低的工作，以期增

加职业的稳定性;二是移民的大量涌入，竞争更趋激烈。硅谷的人口结构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人口剧

增，除了员工的子女外，国外移民的增多也是一大因素。这种外国移民分两个层次:一类是新技术者，

一类是劳工。在硅谷的某个区，新移民比例甚至高达40%。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无论是劳力，还是资本，都出现了无国界化的趋势，对人才与资本

的争夺白热化，外国科技人才和劳工纷至沓来。在硅谷企业工作的外籍高级工程师和科学家占33%以

上。美国IT企业的雇主舍本地员工不用，对外籍雇员却情有独钟，除了这些外籍专家有经验、能力强

之外，工资低也是一大因素。  

  这些外籍员工往往成了俎上肉，任人宰割，盘剥外籍员工在硅谷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根据美国政

府的规定，高科技企业如果在国内找不到合格的高科技人才，可从国外聘请，由移民局发出可在美工

作6年的H-1B签证。一些中介猎头公司便将猎取的目标瞄准了来自印度、中国、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

家的高科技人才。  

  这些中介猎头公司在招募外籍高科技人才时，往往以承诺协助办理在美工作签证并帮助介绍工作

为诱饵，向对方提出极为苛刻的回报条件:先要对方支付2.5万美元的手续费，再收取其在美工作后工

资收入的30%～50%作为佣金，若对方要离开该中介公司，一年内不得为其他科技公司工作，否则

要缴纳巨额罚款。这些苛刻条款像一个紧箍咒，外籍高科技人才实际成了现代“高科技奴隶”，不但

没选择工作的自由，连辛苦赚来的血汗钱也要拱手相让。  

  而这些外籍员工之所以乖乖束手就擒，是因为中介公司捏着他们的命门，在美国的工作收入毕竟

要比其在本国时高许多，比如来自印度的电脑程序设计师金达尔在硅谷的年薪达8万美元，足足是他在

印度年薪的10倍。许多人“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此外，中介公司手里还有最后一道“撒手

锏”:在硅谷工作的外籍员工，拿的大都是在美工作签证，移民局规定拿此签证者可以被美国公司合法



雇佣。中介公司在帮助外籍员工办理工作签证时，登记的都是中介公司属下的空壳高科技公司。如果

中介公司通知美国移民局该公司已解除了与外籍员工的雇佣关系，员工就失去了在美国的合法居留权

和工作资格。所以，外籍员工纵然插翅也难逃中介公司的“五指山”。  

  通常，通过这一渠道到硅谷工作的外籍员工，要等上三五年时间才能申请到绿卡，再“放血”

（花上一笔钱）从中介公司里将自己“赎出来”。而雇主盘剥外籍高科技人才的手段与中介公司相比

丝毫不让。在公司里，外籍员工往往要比同等水平、同等职位的本地员工的工资少一截。  

  这些外籍员工受身份的限制，在硅谷自然低人一等，但即便是美国本土人士，由于接受教育的程

度不同，在报酬和职位上也有很大差异。高新技术占据主导地位，意味着工人必须受到更好的教育或

培训，个人工作稳定及其经济保障都与教育和技能直接关联。在加州这个特征十分明显，据估计，一

个人中学以上每一年的教育成就可使其年收入增加8%至9%。  

  虽然美国社会一直极力提倡教育终身制，但鉴于员工服务年限已不足三年的现实，许多公司已越

来越不愿意将钱花在工人的技能培训上了，害怕工人接受培训后跑到别的企业去，为他人做了嫁衣。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雇主仍在非常怀念旧时那讲究忠诚的时代，某公司董事会主席就曾戏言:如果

要找一个可靠的雇员，还不如去养一条狗。  

  效率与公平:难解的死结  

  ……  

  （欲知详情，请留意《看世界》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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