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师岗位真的“挤破头”？硕士起步
博士扎堆

A14 2021年10月13日 星期三

责编：汪庆 版式设计：徐文涛 校对：白晓丹国内

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后，哪些人群将受益？
值得注意的是，最低工资标准不包含这

些项目：延长工作时间工资；中班、夜班、高温、
低温、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条件下
的津贴；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的劳动者福利
待遇等。也就是说，用人单位支付给劳动者的
工资应该在剔除上述各项后，不低于当地最低
工资标准。

《最低工资规定》还明确，该规定适用于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民办非企业
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和与之形成劳动
关系的劳动者。

“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对提高低收入劳
动者的工资水平将起到直接拉动作用。”张
丽宾说，在剔除加班工资、特殊工作环境条

件下的津贴等因素后，有的用人单位实际
执行的是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标准
提高了，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员工和餐饮
服务、批发零售等工资水平在全社会平均
工资以下的行业的劳动者，还有部分农民
工、中小微企业员工，特别是实行小时最
低工资标准的大量灵活就业群体将受益。
这有利于保障低收入劳动者正常劳动的收
入权益。

不只是如此，与最低工资标准挂钩的
一些待遇水平也会相应调整。比如，不少
地区规定，失业保险金标准为最低工资标
准的 90%，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病假工资
不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 80%。此外，劳
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

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还有社保缴纳基数
等方面也将随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而相应
变化。

今年6月，北京市在发布最低工资标准
调整的同期，宣布失业保险金标准和工伤人
员伤残津贴也相应上调。今年9月1日起，宁
夏调整全区最低工资标准，银川市随后相应
调整失业保险金和失业补助金标准，并按调
整后的标准为6553名失业人员发放失业保
险金1150万元，为6179名失业人员发放失业
补助金833万元。

“一些社会保障待遇和权益等是以最低
工资标准作为参考的，最低工资标准上去了，
社会保障权益也会相应提高，有利于让劳动者
普遍受益。”张丽宾说。 （人民日报）

谁将受益？ ——直接拉动低收入劳动者工资水平，相关社保待遇水
平也将相应提高

多地最低工资标准上调
看看你能涨多少

“新最低工资标准已正式执行”“上调标准来了，看看你能涨多少？”今年以来，多地最
低工资标准上调成为热门话题。上海、北京、浙江、江苏……目前，已有10余个省份陆续
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还有多个省份表示将在年内进行标准调整工作，相关省份名单仍在
不断增加。那么，最低工资标准是如何调整的？哪些人群将直接受益？

——大部分涨幅在每月 80-300 元
区间，上海、北京、天津等地月最低工资
标准在2000元以上

多地密集上调

明晰工资数额、给定时间表——记者梳理
发现，今年以来至少已有黑龙江、江西、新疆、
陕西、上海、天津、西藏、北京、浙江、江苏、湖
北、宁夏、甘肃、山西、辽宁、山东等地上调最低
工资标准或执行新标准。

从调整幅度看，各地情况各不相同，但大
部分涨幅在每月80-300元区间。例如，天津7
月1日起将月最低工资标准由每月2050元调
整为每月2180元，上调130元；西藏7月1日起
将月最低工资标准1650元调整为1850元，上
调200元；湖北自9月1日起，将月最低工资标
准调整为2010元、1800元、1650元、1520元四
档，分别上调260元、300元、270元、270元。

从工资水平看，部分省市月最低工资标准
超过2000元。其中，上海2590元、北京2320
元、天津2180元，浙江、江苏、湖北等地第一档
月最低工资标准也在2000元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最低工资标准一般采取月
最低工资标准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的形式。
月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小
时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

在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方面，本轮调整后，
北京、上海、天津以及浙江、江苏等地的第一档
标准超过20元，其中北京最高，为25.3元。

“工资是大部分劳动者的主要生活来源，
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主要用于确保用人单位应
当支付劳动者的最低劳动报酬能够满足劳动
者个人及家庭基本生活。”中国劳动和社会保
障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丽宾对本报记者表示，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物价水平、生活成本变动
合理调整这个标准，对于保障低收入者生活、
缓解收入差距等都有重要意义。

怎么调整？ ——每2-3年至少调整一次，参考当地最低生活费用、经
济发展水平、就业状况等多种因素

目前，一些地方已经执行调整后的最低
工资标准，有的将在未来几个月陆续执行，还
有的省份则明确表示将在年内开展最低工资
标准调整工作。

说到这里，有劳动者会问：最低工资标准
多久调整一次？受哪些因素影响？

根据《最低工资规定》，最低工资标准是
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依法签订的劳动
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
提下，用人单位依法应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

该文件明确，确定和调整月最低工资标
准，应参考当地就业者及其赡养人口的最低
生活费用、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职工个人
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职工平均
工资、经济发展水平、就业状况等因素。2015

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发通知，要求在
今后一段时间内，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三
年至少调整一次。

张丽宾介绍，具体操作中，各地根据经
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定期进行最低工资
调整。在推进共同富裕背景下，需要“提低
调高扩中”，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是“提低”的
重要方面，有利于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这也是扩大内需、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
现实需要。

北京市人社局在相关解读中称，根据
《北京市最低工资规定》，在调整最低工资
标准时，主要考虑本市劳动者及其赡养人
口的最低生活费用、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
人员平均工资水平、劳动生产率、就业状况

和经济发展水平、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
经济尚处在恢复增长期等因素的变动情
况，既要切实保障低收入职工的基本生活，
增加低收入职工的获得感，又充分考虑当
前经济环境下企业的承受能力，兼顾了企
业和职工双方的利益。

记者了解到，一般而言，企业每年的人工
成本会安排一定的自然上涨空间，合理调整
最低工资标准幅度，对企业来说是可以消化
的。“员工待遇好了，积极性也会相应提高。”
有企业负责人说。张丽宾认为，在疫情影响
下，不少中小企业受到冲击，但保市场主体、
减税降费、普惠金融等系列政策加大扶持力
度，为企业降低了成本，也为相应提高劳动者
最低工资收入创造了空间。

硕博扎堆
应聘教师为啥“挤破头”？

近日，深圳某中学招聘时硕博扎堆的现
象引发舆论热议。对此，不少网友表示“博士
当中小学老师是大材小用”，还有网友感慨

“教师的尽头是博士”。
但这样的现象在深圳其实并不少见。深

圳“四大校”对于教师的要求较高，以深圳中
学、深圳实验学校发布的2022年应届毕业生
招聘公告为例，两所学校招聘的最低学历要
求均为研究生，且多数岗位要求应聘者具有
对应的专业背景。

而除“四大校”外，其他学校招聘的学历
门槛也不低。据深圳市龙岗区近期发布的招
聘公告，不少学校的招聘也是硕士起步。

除招聘要求高外，待遇和发展前景也是
吸引众多硕士、博士报考的重要因素。北京
某重点高校硕士研究生刘嘉（化名）去年参加
了深圳市龙岗区教师招聘，应聘的原因是：这
里的教师工资待遇很优厚。

入职深圳某小学一年的老师王雪（化名）
也告诉中新网，深圳的教师薪资待遇确实比
较好，年薪高、解决编制、提供教师宿舍、解决
孩子上学问题。因此，报考的硕博生很多，竞
争也比较激烈。

待遇优渥、工作稳定、假期长、发展前景
好，这样的教师岗位竞争火爆，不难理解。

考证大军规模庞大
“教师热”背后，“教资”更热
与高学历毕业生扎堆竞聘教师岗位相对

应的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加入中小
学教资考试的大军，“教资热”成为一种现象

被舆论聚焦。
从报名数据来看，2016年，全年教师资格

考试报名人数共有260万人，2017年达410万
人，到2019年则攀升至900万人。而今年以
来，共有191万人次通过认定获得教师资格证
书，较去年全年增长28.7%。

“近年来，国家提高了教师入职门槛，教
师资格证成为编内外教师上岗的必要条件。
此外，近年来，国家逐渐要求培训机构任职的
一些教师也要取得教师资格证，这些都增加
了教资考试的热度。”华图教育教师研究院负
责人张晓静对媒体分析。

张晓静认为，从大环境来看，教师的薪资
待遇不断提高，国家在编制上也予以优先保
障需求，未来教师职业的吸引力在不断增大。

“教师热”普遍吗？
一些地区依然存在招人难、留人难

正如专家所言，近年来，随着待遇保障的
不断提高，教师岗位的吸引力持续上升，但
是，与一些发达地区“教师热”形成对比的是，
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和乡村教师的“招人难、留
人难”的问题并未完全解决。

河南浚县2021年公开招聘教师部分岗位
的招聘人数与报名通过人数未达到1：3，按规
定核减或取消部分岗位；安徽巢湖市2021年
中小学新任教师招聘“高中物理”岗位因达不
到开考比例取消招聘计划……诸如此类，教
师招人难的消息每年都有不少。

今年7月《桂林晚报》曾以“桂林中小学
老师缺口有多大”为题报道该市的教师招聘
现状。报道中，桂林中学负责人介绍，现在各
学科想招聘到优质的教师是难上加难。部分
学科在招聘时可能会出现报不满或者空岗的

情况，有些岗位可能就只有一二人报名，都达
不到开考比例，特别是数学、物理和地理老师
真的很难招。

报道中还提到，“与市区学校、重点学校
部分学科教师有缺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各
县乡镇中小学的教师招聘却依然十分困难”。

对于当前教师招聘存在的冷热不均现
象，专家表示，现阶段我国教师数量总体超
编，但结构性缺编，即出现结构性不平衡，比
如音、体、美等学科教师短缺，贫困和偏远地
区教师短缺。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分析，地
域间的冷热不均与基础教育资源的统筹配置

有关。“财政实力强的地区，教育投入力度大，
教师工资待遇高，收入水平远高于财政实力
薄弱的地区。”

熊丙奇说，要真正解决教师招聘冷热不
均的状况，提高不发达地区的教育投入水平
以及教师的整体待遇，需要强化省级财政对
基础教育资源的统筹。即由省级财政保障一
省的基础教育经费，包括教师的工资待遇，这
才能做到一省范围内基础教育教师的待遇一
致，缩小省域内的办学条件、质量差距。

“如果这一问题不能解决，教师职业‘吃
香’只会发生在局部地区，而并非整体生态。”
熊丙奇说。 （中新网）

教师资格考试报名火爆，名校硕博竞争中小学老师名额……近日，“教师热”的话题
引发舆论热议。教师行业真的这么“吃香”？竞聘教师真的需要“挤破头”？

教师招聘报名确认现场。（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