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劳动合同法》，将

于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广告公司

作为企业，不仅感受到《劳动合同法》

对于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可

能使经营更为困难。但无论如何，《劳

动合同法》的实施，必将进一步促进广

告公司对人力资源的有效调配，促进

本土广告公司产业升级。

广告公司同样受益

    我国的广告公司大部分是在改革

开放以后发展起来的。由于起步晚，门

槛低，企业的实力较弱，加上 W T O 之

后外资广告公司的冲击，其生存的环

境较为艰难。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劳

动合同法》的有关条文规定，在总体上

将促进广告公司的发展，使我国弱小

的广告公司在经历一番阵痛之后，走

上健康的发展道路。

    《劳动合同法》从切实保护劳动者

和用人单位双方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

做出的具体保护性规定主要有两个方

面：

    一方面要求企业进一步增强社会

责任，提高了企业辞退员工时必要的

解雇成本。这主要表现在第四十六条，

即在“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

定解除劳动合同”等七种情形之一时，

广告业的《劳动合同法》冲击
"Labor Contract Law" impact on advertising industry

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经济补偿是用人单位承担的一种社会

责任，也是国家依法调节劳动关系的

一种经济手段，引导企业对解雇成本

进行利益权衡，谨慎行使解除和终止

劳动关系的权利。

    另一方面强化了企业违法解除或

者终止劳动合同给劳动者带来经济困

难和权益损害时，应当承担的赔偿责

任。《劳动合同法》作此规定，就是利

用经济手段来保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得到切实维护。

    长期以来，广告公司的员工在与

广告公司的劳动关系当中处于弱势地

位。《劳动合同法》的宗旨是维护劳动

者的合法权益，是贯彻劳动法的立法

宗旨，是对长期以来这种不均衡的劳

动关系进行校正，对劳动者有一个适

度的倾斜。对弱势员工的适当保护，是

维护社会和谐的重要方面，这不是不

保护企业利益，而是保护双方利益。

    《劳动合同法》对劳动者适度给予

倾斜，恰好是为了更好地使双方相对

的地位更加平等。《劳动合同法》的出

台，是法制建设完善的客观需求。说明

当前劳动关系市场化已经发展到完善

的阶段。《劳动合同法》是在丰富、发

展、完善《劳动法》的规范，在《劳动

法》的基础上做了细化规定，使其有一

个明确的依据。它对完善劳动法律制

度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在对违法企业的惩罚上，《劳动合

同法》也更为严厉。至少在用工成本上

有所增加。广告公司的用工成本从短

期和表面上看是在增长，事实上综合

成本不会太多。《劳动合同法》是劳动

关系发展的阶段性产物。在全社会信

用制度还没有建立的情况下，只能通

过一些刚性制度来规范，比如合同必

须以书面形式订立。如果有了信用制

度，那么这些规定就会相应地灵活些。

本土广告公司的冲击

    本土广告公司最大的问题是员工

队伍极不稳定，跳槽现象严重。据笔者

考察，广告公司员工跳槽的主要原因

一是进入的门槛很低，有一定经验的

员工随时都可以在别处找到工作；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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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竞争激烈，广告公司可以随时创办

或随时倒闭，员工在广告公司找不到

归属感，前景一片渺茫。于是有了一定

的经验积累后，要么自己当老板，要么

另谋高就。当跳槽已经形成一种文化

的时候，企业防止员工跳槽，而员工防

备企业裁员，相互之间更加不信任。

    有人认为，许多广告公司因此可

能增加人力成本。特别是中小广告公

司，本来收入微薄，如果因《劳动合同

法》的实施使人力成本提高，利润必然

下滑，竞争力也会下降。这在外资广告

公司大举进入中国的时候，本土广告

公司生存环境变得更为恶劣，特别是

中小广告公司可能是雪上加霜。因此

认为这部法规对企业限制得太死，这

样会使一部分企业在短期之内经营变

得更为艰难，甚至倒闭。如果这样，可

能更多的员工会无法就业，反而失去

更多的保障，也违背了立法的初衷。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国内本土广

告公司遇到的首先是大量的较低素质

的劳动者，他们作为弱势群体，希望能

得到一定的职业保障。低门槛的广告

公司的建立和低门槛的用工制度，将

使广告行业的整体素质越来越低。从

一般道理上讲，有哪个国家立法要让

自己的企业都不发展？国家立法不仅

仅要考虑一个企业赚钱不赚钱，而且

要考虑整个中国的企业怎么发展；不

仅要考虑企业发展，还要考虑社会发

展、国家发展，要考虑国家竞争力怎么

提高的问题。劳资双方的关系处理得

如何，是企业能不能具有竞争力、国家

经济发展能不能协调的最基本的一个

条件。我想肯定有一些违法经营、违法

用工的广告企业会为此付出很大的成

本，甚至因此而破产，这是一个好的现

象。但是另一方面促使守法广告企业

会更具竞争力。

    以日本为例。日本之所以在国际

市场上表现出惊人的竞争力从而成为

经济大国，企业活力是最重要的基础

条件。而秉承“以人为中心”的管理理

念则是活力的源泉。在日本，很少听说

员工主动跳槽，大多数公司采取的是

终身雇佣制，企业员工首先是社会人。

日本企业的管理模式，正好吻合了以

“集体主义”为内核的东方文化：员工

归属感强，大家关心集体、关心他人、

对内部群体高度忠诚。而在我们所处

的社会环境中，短期合同仍然占据相

当比重。这种极不稳定的劳动关系，阻

碍了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造成

了劳动者就业的极不稳定性。我国本

土广告公司的发展，如果说因《劳动合

同法》的实施而员工归属感增强，那这

种冲击则是大好事。

本土广告公司产业升级的机遇

    现在许多用人单位的劳动合同呈

现出短期化的趋势，甚至一年一签。这

一状况既影响了职工的职业稳定感和

对企业的归属感，也对企业的长期发

展、社会的稳定产生不利影响。

    我们看到，这次《劳动合同法》颁

布以后，中国的劳动法制环境更严格

了。广告公司必须得改变自己，这对于

公司人力资源管理的提升是一个非常

好的契机。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要把过

去那种从纯粹的降低劳动力成本作为

竞争手段，改变为提高企业的创新能

力作为竞争手段。而提高企业的创新

能力一个基本要求就是企业必须有一

个和谐、稳定、持续的劳动关系，而《劳

动合同法》的颁布就是要实现这样一

个目的，首先在心态上我们要调整。如

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合同法》给

了本土广告公司一次历史性机遇，看

你能不能抓住。如果你站在法律对面

只考虑怎么应对，你会越来越被动。我

们应该是通过充分的执行法律、应用

法律促进广告企业的发展，很多法律

规定给企业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和运作

空间。

    广告公司作为一个雇主，今后在

用工问题上，就有雇主策略的问题。要

更多地从战略角度思考关于雇主策略

的问题。而且一个优秀的雇主策略是

建立在对劳动力市场、员工意识、员工

行动的分析基础上的。如发达国家的

雇主策略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行业、

不同的企业中所采取的策略都是不一

样的。为什么中国企业没有这样一种

意识呢？非常重要的就是中国这种个

别劳动关系，劳动力极大地供过于求。

而且中国的企业和西方企业不一样，

没有遇到对手的限制，完全自己可以

为所欲为。《劳动合同法》纠正目前劳

动关系的不合理现象，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将逐渐成为常态，与国际上大

多数国家通常做法相一致。这既有利

于劳动者稳定职业，熟练掌握技能，也

有利于培养职工对企业的忠诚度，增

强企业的凝聚力，减少企业频繁换人

的损失，企业也是受益者。

    当然，《劳动合同法》在鼓励建立

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的同时，也体现对

企业的平等保护。例如，如果员工严重

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

的；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对用人单位

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劳动者同时与

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

本单位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

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被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的等，用人单位均可随

时通知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宗旨首先是保

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其次是建立和

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本土广告公司应

利用这一机遇，加强公司的规范管理，

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在更加激烈的

竞争环境中淘汰一部分广告企业，并

促使有些广告企业更加强壮，更具有

战斗力。只要我们摆正心态，我们就会

从《劳动合同法》中受益。 (编校：杨  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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