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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有关劳动关系的社会学分析

体 新

在改革过程 中
,

中国 的劳动 关系发 生 了许 多重要 的变化
。

其中较显著的有工 人在企 业 中相 对地

位 的下 移 工 人内部 出现 了阶层 分化 具 有特殊 身份的工 人

—
农 民工 与失业 工 人的出现 在新的

所有制企业 中存在的劳资冲突与协调
。

对这些变化 的研 究可 以使我们 看到我 国劳动问题 发展 的动

向
,

更好地把握社 会结构的变化
。

你 新 女 年 出生 北 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 生
。

北京

在 中国改革过程 各种劳动问题十分突 出
,

尤其

是劳动关 系方面 发生 了许多重要的变化
。

对 这种变

化的研究
,

一 方面可 以 使我 们观察到 我国劳 动问题

发展的动向 另一方 面也可 以使我 们更好地 把握社

会结构变化的全貌
。

一
、

劳动关系研究溯源

一 中国早期社会 学工 作者 的努 力与研 究成果

中国 早期的社会学家一开始就很 关注劳动关 系

问题的研 究
。

年 陶孟和 主持社 会调 查所对北京的手工业

工
、
进行了调查 一 年

,

他 又先后对塘沽工

人及上海工 人家计
、

北平 旧式手工艺 〔人生 活 费及

北平工少
、
生计

、

华北 铁路工 人和 华北 纺织工 人工资

待遇等问题作了调查 年 我国出版 了李 剑华的

劳动 问题与劳动法 》一 书
。

年
,

陈达 出版 了《中国劳工 问题 》一书
,

这是

中国城市 劳动问题研究 的第一本专著
。

年 又 出

版 了 《上海工 人 生活程度的一 个研究 》
、

《塘沽工 夕、 调

查 》
、

《河北 省及平津两市劳资争 论的分析》
、

《中国劳

工年
`

鉴》等
。

年
, '

赶国衡对军需 工 厂 工 人生活状况进行

了调查
,

写出 了 《昆厂劳 〔 》
一

书
,

书中附录 了田 当康

著的 《内地 女工 》
,

论 述 了当 讨女 工进 工 厂的社 会原

因及她们对工业发展的作用

解放 以 来
,

我国的 仕会学建 设虽 有所中断
,

但对

劳动 问题的研 究并没有中止
。

到社 会学恢复以 后
,

对

劳 动问题 的研究更加活跃
。

近
一

儿年来
、

劳 动关 系问

题 的研究更 加深入与广泛
。

同时
,

国家 也非常重视对

劳 卜问 题的 研究 全 国 总工会每年都要进行大 规模

的有关职工问题的社会调查
,

涉及劳动社会学 的各

个方面
。

二 劳 动 关系研究的国 际社会学渊 源

马克思主义对劳动关 系本质的研究

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就对劳动问题有过深刻的

研 究
,

提出劳动的本质问题
。

马克思的 资本论 》和恩

格斯的 英国工
、
阶级状况 两部经典著作是

有关劳动社会学研究的重要 文献
。

恩 格斯 《英国工 人阶级状 况 》一书
,

在研究对象

和 方法上都具有显 著的社 会学 特征
,

它重点研究 了

劳动现象与社 会结构的关 系
。

考察的对象是世界 上

第一个社会化大生 产的劳动现 象
,

以 及在这 种生产

活动中的劳动者及 劳资关 系
。

对当时普遍 存在的女

工
、

童工
、

罢工
、

工资
、

工时
、

工会
、

工 人运动
、

失业
、

教

育
、

男女 同工 不同酬
、

就业与付酬上的种族歧视等间

题作 了普遍的研 究
。

这些 问题 正是 资本主 义社 会 化

大 生产 中
,

社 会劳动领域 不同层 面的劳动 现象及社

会 关 系现象的 具体表现
。

恩格斯在此书中
,

首先 以 社

会冲突的观点重点分析 了劳资 关 系 他分 析了引起

劳资冲突的社会根源是 工人的非 人状况和社会意识

的不平等 其次是 揭示了劳资冲突的丧现形式 最初

是 以破坏的形式 出现
,

然后是工 少、 学会利用工 会组

织进行合法的经济牛争 而劳 资冲突的最高形式则

是 工 少、 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 最后 仑述 了 劳

资冲 突的结果 和解 决冲突的途径
,

即 只有 社会革 命

才能彻底改变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生产 关系
。

马 克思在 《共产党宣言 里 明确指 出
,

资本 主 义

社 会使阶级的 对立简单化
。

现 存社会的 经济结 构的

矛盾状况 一定要 反映到 阶级结构 中来 阶级对 立
、

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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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
、

冲突的关键
,

实际上是人 们在社 会生产中所构成

的生产关 系的本质的反映
。

工 人阶级在社会生产中

丧失 了对 生产资料的支配权
,

自身也沦为商品
,

这就

决定 了工人 阶级受剥削的社会身份和地位
。

这是对

资本主 义劳资关系矛盾的最精辟的论述
。

马克 思和恩格斯对劳资关 系及工 人劳动本质的

研究奠定了劳动问题研究的基石
,

其阶级冲突的观

点对后期冲 突学 派对劳资关 系的研究 具有重要的影

啊
。

,

劳资关系在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中的地 位

二战之后社会学 的广泛发展把对 劳动关系的研

究带 到一个新的领域
,

即 劳动关系的研究被摆 到 了

社会总体结构中来认识
。

美国社会学家
· ·

穆尔在 《劳资关系与社

会秩序》 年 一书 中
,

重点研究了两个方面的问

题
,

一是从社会组织形式的角度
,

对企业角色进行研

究
,

研究企业的权限责任
、

职务
、

命令系统
、

人 员的配

置和 晋升等问题 即把企业放在社会组织结构的角

度进行研究 二是 对职工 的角色结构的关 系进行研

究
。

德国社会学家
、

冲突学 派的代表 人物 之一
·

达伦多夫在 其主要著作 工业社 会中的阶级和阶 级

冲突 一书中
,

通过对组织 内部位置的分配展开 了一

系列的对权力 问题的讨论
。

他认为任何社会组织都

是强制性协调的联合体
。

社会组织内部的不同位 置

具有不 同量的权威和 权力
。

这 种不 平等的权威分布

产生统治和被统治两种角色类型
。

居统治和被统治

位置的行动者形成各 自含有潜在共同利 益 的准群

体
。

统治群体的利益在于维护现存秩序 被统治群体

则不可避免地对 自己的从 属地位的合法性产 生怀

疑
。

在具备一定物质和 技术手段
、

意识
、

领导等条件

后
,

准群体成员获得共同的归属 感 组成公开的利益

群体
,

作为集体行动者 投入公开的冲 突
。

冲突的结果

是社会组织内权力的再分配
。

这 使劳动关系的研究

进入利益群体的较微观的层次
。

管理理论对劳动关 系的认识

谈到 劳动关系 遇到的首要 问题是 把工人看成

是什么 在早期的管理科学中
,

把人看成是
“

经济

人
” 、

认为人是为了经济 目的而工作
。

因此
,

在资本主 义早期的工 业化过 程中 工人便

被看成 是机器的一部分
。 · ·

泰勒在 其 代表作

杆牛学管 理原 则 》 中指出 人是 为了经济利益

而工 作
,

那么报 酬 的多少就 是最 好的奖 惩手段
。

此 把 少
、
视作机 器 的一部 分

,

提 出劳动 可分为小单

元
,

用科学方法确定各种劳动的最佳 方式
,

以提 高劳

动效 率
,

获取利润
。

而在管理理论的发展 过私 中
,

这

种理论 因没有把人看成是
“

社会的人
”

而遭 到了普遍

批判
。

世纪

—
年代

,

开 展 了以美 国的
·

·

梅奥为代表的对工作场所人际关系的研究
。

提出

了
“

霍桑效应
”

即工作中的人际关系及工 人的需要
、

愿望等社会心理因素对生产效率的影响更大
,

实际

存在的非正式群体对人 的行 为也有明显 的影响
,

这

是所谓的
“

社会 人
”

的假说
。

这一假说认为 人可通过

社 会需要激发工作动机 人对群体中的社会压 力 比

对企业的经济利诱更容易接受
。

年代
· ·

马

斯洛进一步发展 了这一理 论
,

提出
“

需要层 次说
”

的

动机理论
。

美 国的管理 心理学家
· ·

麦格雷戈在

年代提出 理论和 理论
。

理论是以泰勒的管理

思想为理论基础
,

强调经济动机 而 理论是 以马斯

洛的 动机理论为基础的
,

强调人类高级 需要的激励

作用
,

看重 人的 自我管理与 自我作用
。

而 在 年代

又有 美籍 日本 人
· ·

大内在 《 理论 》 年

一书中提 出
“

理论
”

组织
,

即 日本企业组织的 长期

雇 佣制
、

集体决策适度专业化
、

对职工 的整体关心

等
。

考察由不 同的管理 思想指导下的企 业
,

我们会

发现 不同的劳动关系类型
,

即不同的管理 理念 会产

生不 同的劳资关系类型和群体关 系类型
。

当今组织

管理理论仍然十分重视劳动关系的研究
,

其研究重

点进一步进 入微观层次
,

主要研 究 职 员能力评估

与
、
员选择

、

劳动的态度和动机及测量
、

激励方式
、

职业设计与 人 员培训 人际关 系及 其测量
、

沟通
、

群体 内聚力及 群体决 策 领导行 为的评估与领导

人 员的选拔
、

训练 以 及好的领导绩效的获得 组织

变革与组织发展 职工工 作与生活质量研究
。

二
、

新时期我国劳动关系研究的主要内容

改革开 放的过 程中 我国劳动 问题发 生了许多

新变化
,

劳动关系也出现了许多新特点
,

这些特点和

问题 都需要深 入研究
,

以 下就儿个重点间题进行讨

论
。

一 》工人在企 业 中的地位

工 人是企业的主 人
,

这是我国一贯坚持的方针
。

我国 的社会主 义制度赋予了工 人和 广大劳动人 民行

使管理国家的 民主权利 工人是 国家和企业的主 人
。

长期 以来 虽 然这种传统的社会角色并未在政治和

经济上给 广大工 少
、
带来多少与众不 同的利益 但却

给他 们以 极大的精神力量 和情感满足
。

但是改革开

放的 十儿年来
,

企业工
、
的传统地位发 生 了前所未



有的变化
,

这种变化是相对的 即工人地位本身没有

更大的变化
,

而是社会结构的显著变化
,

带来其它社

会阶层结构的变化
,

使工 人的地位相对发生 了改变
。

这种改变对工人心理的影响具有深层意 义
。

美 国社会 学 家戴维 斯
·

和 穆 尔
·

在 年提 出一个有关社会分层

的功 能主 义的论点
,

认为决定社会 层次分化的两个

因素一是社会位置的功能重要性 二是 各类位置人

员供应的短缺程度
。

他们认为
,

没有社 会分化的社会

是不存在的
,

因 为人们在社会中的位置
,

因其功 能重

要性大小有别
,

能够胜任各类工作的人数多寡不一
,

为了鼓励训练有素的人 员承 担最重 要的 工作
,

对各

类工 作的报酬 只能 实行差别分配
,

这就使功 能重要

而 人才供 应 又很短缺 的社会位置 得到 较高的报酬
,

由此产生社会分化
。

在我 国现 阶段
,

工 人在社 会总体

中的 位置也受到这两 个因素的影响
。

如普遍 的观点

认为
,

在企业 的发展过程中厂长经 理 以及技术人 员

的作用大 于生产性工 人 而 中国大 量剩余劳动力的

存在
,

使企业人 员的富余成为少
、
所共识的间题

,

这两

个 因素在很大程 度上决 定了工 人在企业中相对位置

的下 移
。

在上 述两 个决定性 因素的 影啊下
,

工 少、 在企 业

中地 位的改变主要表现 在以下 四个方面

社 会和企业注重发挥经营管理 者的 作用
,

重

视知识分子
、

技术人员的价值
,

并在政治和经济 上逐

步肯定了他 们利 益
,

使其地位有 所提高
。

管理者
、

技

术少
、
员与生 产第一线工 人的收入 差距 在拉开

,

各种

福利待遇 上的距离也加大了
。

经济体制的改革
,

使人 们对不同社 会阶层 的

人的态度与价值评判发生 了变化
。

工 人先赋 地位的

优越性 在减弱 而 人的能力和 各种社会 关 系资源变

得更有价值
。

在改革用工制度
、

实施 劳动优化组合
、

落实 生

产承 包责任制及一些 国有企 业亏损破 产的过程 中
,

职工 切身感受到 自已地 位受到 的挑战
,

这 普遍 加重

了工 人的心理压力
。

例 如
,

厂 长
、

经理责任制导 致企

业厂长
、

经理权限的膨胀趋势 他 们不仅握 有生产经

营的决策权
,

也掌握利 益的分配
、

人事的调动 任免等

权力
,

这就使工 人在企 业内部的地位发 生变化
,

一方

是掌诸多权力的厂长经 理
,

一方面是处 于被动地 位
、

受支配的工 人
,

某些工 人在事实上丧失 了企业 主人

的地 位
。

年一项有关 全国 个城市 家大 中

型国营企业 万 企业职 工的调查就说 明了这 一点

企业职工 中认 为
“

自己真 正是 企业 的 主 人
”

的 只占
,

有 的人明确表 示 自己与企 业的关 系

是
“

利益共享
” 、 “

干 活挣钱
”

甚至是
“

受雇佣
”

的关系

张潘仕
, 。

社会大环境使一些职工产 生
“

相对剥夺感
' 、 。

虽然企业工人的生活水平在改革开放 以来有了明显

的改善
,

但是当他们与 个体户
、

经商者等作比较时
,

就会感到 自己的生 活相对处 于较低水平
。

社会分配

的不 公和舆论宣传上对工 人地 位及社会贡献的忽

视
,

更进一步加剧了职工的心理 不平衡
。

二 工人 内邵的 阶层分化

改革以来
,

工人 内部的阶层差 异逐渐形成
,

这 主

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由于企业所有制结构多样性的变化带来的不

同所有制企业工 人的分化
。

如
,

国有亏损企 业职工与

外资企业职工的分化
。

新中国成立 以来
,

中国人与社

会的关 系多在单位基础上 发生 的
,

人隶属于自己的

单位
,

而十几年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首先触及的

就是
“

单位体制
” 。

在中国经济多元化发展的过程中
,

原来一统的同异性单位发 生了变化
。

如 以 生产企业

为一个 总体单位
,

过去大多国有
、

集体所有的 差别
,

而现在则出现 了多种形式的企业单位
。

以 年为

例
,

在城镇全 部从业 人 员中 国有经济从业 人 员占

集体经济从业 人 员占 私营经济从

业人 员占 个体经济从 业 人 员占 联

营经济从业 人员占 股份制经济从业 人 员占
“

三资
”

企业 占 中 国劳动 统计年鉴
。

经济单位的多 元化
,

必然导致其内部职工

在就 业
、

工资
、

福利等方面的差异 而 国有企业在劳

动 福利
、

社会待遇等方面的优越性正随 着其它经 济

组织 形式的活跃而相对减弱
。

年全 国总工 会对

万工人的调查表明 国有企业职工 的经济收入低于
“

三资
”

企业职工
。

当年 月份的 月平均收入
,

前者为

元
,

后者 为 元
,

后者 是前者的 倍 冯同

庆
,

年
。

地区间经济发 展的不平衡产 生了以地 区为单

位的工少
、
群体的分化

。

改革开放的十几年来
,

由于地

理位置的不同
,

所具有的资源 不同
,

所享有的国家优

惠政策不同
,

各地 区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 差异
,

由此

带来了各地区间工 人收入
、

福利待遇等方面的差异
,

尤其是沿 海开放地 区与内陆地 区的差距越来越大
。

年海南省平均 少
、
均工资为 元

,

贵州省的人

均工资仅为 元
,

而全国的平均工资水平为

元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年 》
。

产业群体的分化
。

工 人群体的分化还在 于中

国产业群体在各种利益方 面发 生分化
,

如 信息服 务

行业与重工业 生产部 门的收入差 距在增 加
。

同一地



位的工人
,

由于 所处产 业部 门的不 同就 会存在不同

的收益差别
。

年制造业从业 人 员的平均工资为

元 而交通运输
、

仓储及邮电通信业 为 元
,

其中的邮电通信业的 人均 工 资达 元 是各行

业职工 中平均工 资最高的 《中国 劳动统 计年鉴

》
。

职工内群体的分化
。

职工内部的分化
,

如管理

者
、

专业技术人 员
、

生产工 人的分化
。

在这种分化中
,

夕、 的才能和基础教育成为分化的基础
。

生产单位对

于 人才的需求
,

使不 同才能的人的工资
、

住房等职工

内部 差距加大
,

尤其是在 非国有企业
,

收入
、

待遇 档

次的拉大
,

成为管理者进行管理 的一种手段
。

从总体

上看
,

管理 人员地位稳中有升
,

技术人 员地位有较大

幅度和较快速度的提高
,

工人的地位相 对下移
。

三 具 有特 珠身 份的工 人 农民工 与失 业入 员

出现

在新时期
,

我国 劳动领域出现 了一些 新的身份

的人
,

如具有农民身份的工人和失业少
、
员

,

他们成为

具有特殊意 义的边缘人
。

由于 中国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和改革开放

增 加 了农 民流动的可能性
,

大批农 民加入了农 民工

群体
,

其中一部分进入 乡镇企业
,

一部分进入新兴的

农村私人企业
,

还 有一部分涌入城镇的各种企业
,

从

而成为工 人中具有特殊身份的人
。

年乡镇企业

的农 民工共有 万人
,

占农村劳动力 总数的
,

年发展 到 万 人
,

占农村劳 动力 总数的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
。

这些具有农

民身份的工人 形成了一个边缘阶层
,

介于城市工 人

阶级与纯粹的农 民阶级 之 间
,

可 以视 为工 人 阶级的

一个特殊阶层 王汉 生
、

张新祥 解放 以来中国的社

会层次分化 》
,

《社会学研究 》 年第 期
。

失业问题及不充分就业 问题是 当今社会十分

关注的问题
。

年中国城镇职工 失业率为
,

至 年上半年
,

失业人 员为 万
。

除此 以外
,

我

国还存在着工作时间不 足的就业 人 员 收入 不 足的

就业人员和就业 不 足人员
。

目前 国有 企业职工约 为

亿人
,

据有关情况分析
,

未来几年内
,

国有企业中将

有 以上的富余人 员或
“

在职失业
”

者
,

绝 对 人数

在 万以上 年 月 日 经济日报 》
,

牛仁

亮

四 劳资关 系问题

目前劳资关系的重点主要涉及新出现的所有制

经济结构
,

如私营经济
,

外商投资经济 港
、

澳
、

台投

资经济结构中存在的劳资关 系
。

从总体角度看 劳资关 系间题的研究 应当包 括

以下几个方面 在劳动过程中各种角色的作用
、

关

系
、

摩擦与冲突
。

工会的地位 各级管理 部门与

职工的冲突 工会代表与资方的冲突与协调 劳

资契 约与劳资协商等 对各种劳动问题
,

如职工工

资
、

工 作时 间
、

职 工职务 的升迁
、

职工的健康
、

职业

病
、

劳 动纠纷等问题的解决
。

笔者认 为 目前重点应

研究如下 问题

工会职能 问题
。

改革开放后
,

工会的职能作用

明显增加
,

但应开展对独资企业
、

合资企业工会的研

究
。

从历史上看
,

工 会的出现 是源于 劳动者感到他

们在 工作中受到经济制度的剥削
,

又对情况缺乏 了

解
,

无法以个人的力量与雇主进行对抗 而后 劳动者

逐渐发现 人多就是力量
,

因此成立了各种组织
,

以组

织
、

集体的力量与雇 主谈判
,

最终 工会 受到法律的

保护
,

得 到工 人的响应 与支持
。

在考察工会的作用
,

即集体的协议是如何进行
,

有下面几个 问题值得 注

意 工会的合法性 作为一家正在被组织起来的工

厂的 生产作业 线上的劳动者
,

以什么方式来形成工

会 工会 成员的资格如何任定
,

是群众以投票的方式

选举出来的
,

还是 上级主管部 门决 定的 工会的代

表与其他管理部门的协调 当发 生纠纷时
,

工会 的

力量如何行使作用 作用到底有多大 在制度方

面
,

工会的作用是如何发 生的
,

如协议的主要 内容
,

是有关工资
、

福利的
,

还 是有关 劳动规章制度的
,

有

关提升与解雇的 从社会的角度看
,

政府 在工会作

用 的发挥上具有何种功能

对私 人企业与
“

三资
”

企业的工人劳动保护问

题
。

近 几年来
,

在私 人企业和
“

三资
”

企业 中
,

工 少
、
与

资方的矛盾在劳动保护间题上表 现得极为突 出
。

工

人在 劳动 中受 到保护是我 国劳动法规定的
,

但是由

于种种原 因
,

在一些地方和企业 中工 人劳动保护条

件极差 由此造成严重的劳资冲突
。

对此应当进行政

策上 的研究
,

提出有利于我 国工 人利益 的可操作的

法律和法规
。

总之
,

经 济改革与发展 的过程 中
,

劳动关系问题

已 成 为一个非常重要 的问题 这需要社会学家加大

力度进行深 入研究
,

并提 出有关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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