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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员工跳槽何错之有?

[ 作者 ] 王东京 

[ 单位 ] 中央党校 

[ 摘要 ] 改革开放后，我国国企不少职工跳槽，有的去了民企，有的去了外企。对此，国企老总认为，国企花钱培训员工，员工却另谋高

就，反过来帮别人与自己竞争，这是否符合公平竞争原则？按理讲，谁投资，谁受益。既然员工由国企培训，那么就应知恩图报，为企业

服务一个时期。若服务期不满抽身走人，那么用人单位就得给企业补偿。可跳槽员工的看法是:当初培训员工，是企业的人力投资，与其

它投资一样，人力投资也有风险。若企业投资其它项目赔了，没人会给补偿；为何投资人力亏了，却要求弥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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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后，我国国企不少职工跳槽，有的去了民企，有的去了外企。对此，国企老总认为，国企花钱培训员工，员工却另谋高

就，反过来帮别人与自己竞争，这是否符合公平竞争原则？按理讲，谁投资，谁受益。既然员工由国企培训，那么就应知恩图报，为企业

服务一个时期。若服务期不满抽身走人，那么用人单位就得给企业补偿。可跳槽员工的看法是:当初培训员工，是企业的人力投资，与其

它投资一样，人力投资也有风险。若企业投资其它项目赔了，没人会给补偿；为何投资人力亏了，却要求弥补呢？的确，这是一个两难悖

论。站在企业与员工的立场看，都有一定的道理。几年前，我曾陪同一个国企代表团到美国考察，所到之处，中方老总要问:经过培训的

员工跳槽怎么办？而美国人答得简单:只要员工提前告知便可，培训费不必追回。他们的理由是，企业招聘的员工，都曾受过不同程度的

培训，他们的培训费用，是别的企业支付的。如此，若把投资收益原则倒过来，谁受益，谁投资，那么你现在聘用他人的员工，作为受益

者，是否也应付费呢？倘若你不愿意，就不能要求别人付给你。其实，只要允许劳力流动，互不付费，谁都不会吃亏。相反，还可为企业

节省交易费用。是的，美国是一个发达国家，劳动力自由流动，互不付费也算公平。可中国的情况不同，国企也比不得私企。按照经济学

的说法，劳动力流动，是以收入为导向的。国企一直在为社会支付成本，比起非公企业来，国企拖儿带女，包袱沉重。由于收入低，待遇

差，对人才缺乏吸引力，致使近年来国企人才招聘门庭冷落。由于技不如人，可又想穷则思变，于是只好自己花钱培训。令人尴尬的是，

员工培训后，却又被人挖了墙脚。面对这种局面，国企若不规定服务期，无疑是里外吃亏。这种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事，摊到谁的头上，谁

也不会痛快。所以，国企规定服务期，虽是无奈，但也在情在理。可换个角度想，规定服务期虽然合理，但却非明智。比如有一个农民，

自己花钱送儿子上大学，待儿子毕业找工作时，父亲会怎么想？他会要求儿子回家种地吗？当然不会。通常的情形是，他会鼓励儿子跳

槽。因为父亲知道，种地并非儿子专长，让其转做他业，将来对家庭的回报，也许会更高。再有一个例子，就是现在很多私企老板，花大

把的钱送孩子去“留洋”。可在孩子送出去之前，也不见有老板与孩子签合同，要求其学成回国后，替自己打理多少年企业。即便将来孩

子改换门庭，进了别的公司，父亲也不会觉得吃亏。为什么？因为父亲望子成龙，只要别人用其所长，父亲便会乐在其中。也许有人解释

说，国企不同于农民，也不同于私企老板。农民和私企老板的儿子，无论在何处就业，都还是他们的儿子，只要父子(所有权)关系不变，

儿子将来就负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可国企的员工不同，一旦跳槽，便与企业再无瓜葛，即使员工将来发达了，企业也不能从中受益。作这

样的辩解，其实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表面上看，国企与员工的确没有父子之名，但往深处想，却仍有父子之实。因为国企由政府投

资，政府的钱来自纳税人。既然如此，无论员工跳槽至何处，他及他所在的企业，都将作为纳税人向政府交税，这与儿子养老子有何分别

呢？如果从所有者的角度，还可把问题看得透彻些。众所周知，国企本身，并不是国企的老板。国企的老板是政府。那么站在老板的立场

看，政府花钱培训员工，员工从国企跳槽私企，政府是否会吃亏呢？经济学的回答，是看员工在何处就业创造的税收更多。倘若私企能人

尽其才，不仅员工收入高，而且提供的税收也多，那政府就是小本博利，反赚不赔。从这个意义上说，私企从国企挖人，决非免费午餐，

最终，他们是要以多缴税来补偿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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