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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关系的现状、困境与影响因素分析

章辉美 洪泸敏

( 中南大学 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摘要: 我国的劳动关系目前处于一种冲突加剧、资方单边获利、劳动者权益明显受损的严峻状态。造

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一是改革进程中对劳动者利益的忽视与侵占; 二是劳动关系各方主体没有为劳资

博弈营造一个公平的格局，特别是政府和工会没有切实履行相应的职责与功能来为劳动者提供支持，这是

导致劳动关系陷入困境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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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利益冲突下的劳动关系现状

劳动关系是雇员与雇主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的统称。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每一个

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①。从本

质上来说，劳动关系体现的是劳资之间的利益关系。这种关系在亚当·斯密生活的年代就被认为是以

劳动报酬为核心的，表现为“劳动者希望多得到，雇主们希望少付出”的经济冲突与对立。② 到了马

克思时代，随着资方利益的迅速上升和劳方利益同等程度的快速下降，劳动关系以尖锐的阶级矛盾与

阶级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20 世纪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在政府、资方与劳方的相互积极协商与调整

过程中，确立了劳资利润分享、合作共赢的利益格局。那么，目前我国的劳动关系处在什么状态?

总的来说，我国当前劳动关系呈现利益冲突集中显现的局面。劳资双方在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的

博弈中，围绕劳动报酬与劳动保险展开的劳资冲突处于高发趋势。据统计，1993—2009 年，全国各

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立案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由 1. 24 万起激增至 68. 4 万起，涉及的劳动者由 3. 48
万人增至 101. 7 万人; 其中，集体劳动争议案件由 684 起增至 1. 4 万起，涉及职工由 1. 95 万人增至

30 万人。③ 劳动争议案件的大幅攀升，折射出劳动关系日趋严峻的社会现实。仅从最基本的生命权和

生存权的享有状况来看，工人的劳动保护条件差、劳动报酬数量少、社会保障水平低等情形突出。
1. 劳动保护条件差

企业长期忽视劳动安全和生产卫生，职工的生命健康受到威胁。目前我国接触职业病危害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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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累计数量、职业病死亡数量和职业病新发病人数 4 项指标均居世界第一。据不完全统计，涉及

有毒有害作业的企业超过 1600 万家，接触职业危害的人数超过 2 亿，发达国家已基本解决的传统性

职业危害，如尘肺病、急慢性职业中毒等，仍然严重威胁着我国劳动者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每年我国

约 70 万人患上各种职业病，死亡人数约 1. 5 万。① 据卫生部通报，2008 年新发各类职业病达 1. 37 万

例，职业病病例数列前 3 位的煤炭、有色金属和建设行业企业② 均是劳动力密集的工作场所。
2. 劳动者收入偏低

从收入占比情况看，我国劳动者工资总额占 GDP 的比重长期处于 12—17% 的低水平，不仅与发

达国家 54—65%的通常比例有较大差距，而且多年来呈下降趋势，1980—2005 年，该比重由 17. 1%
降至 11%。③ 居民部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也在不断下降，由 1996 年的 66. 8%降至 2007 年

的 50. 6%。④ 再看工资水平，中国制造业雇员的工资约是英国的 1 /27、美国的 1 /21，韩国的 1 /13、
新加坡的 1 /12，马来西亚的 1 /4、巴西的 1 /3。劳动者工资水平提升较慢，2002—2007 年间，尽管

CPI 连创新高，但全国 26. 7%的普通工人却从未涨过工资。珠三角农民工的工资近 12 年来仅增长了

68 元。⑤ 显而易见，劳动者并未真正享有国家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好处。
3. 社会保障水平低

截至 2008 年底，全国城镇就业人员 30 210 万人中，有 27. 5% 没有享受基本养老保险，33. 8% 没

享受医疗保险，59%没享受失业保险，54. 4%没享受工伤保险，69. 4% 没享受生育保险。⑥ 不少非公

有制企业根本不给员工办理社会保险，使员工权益处于 “裸露”状态，或是只允许核心层员工，而

不是所有员工享有保障待遇。2006 年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在北京、郑州、成都、杭州和乌鲁木齐 5 城

市进行的调查显示，私营企业员工参加一项以上社会保险的比例只有 27. 6%，而农民工的比例更低，

只有 12. 3%。⑦ 不仅覆盖面过窄，社会保障的待遇标准也偏低。以养老保险为例，尽管国家连续 6 年

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标准，但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相比，无疑还存在较大差距。
以上只分析了劳动者最基本的生命安全与生存权益，若考虑就业上岗、休息休假、参与管理、教

育培训、组织集会等其他权益的保护情况，劳动关系的现状就更不理想。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只

有在低层次需要满足的前提下，才可能顾及高层次的需求。在最起码的生命健康和生存延续都难以保

证的情况下，劳动者的发展、提高、公平和民主诉求当然就是奢望。
总之，在我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劳动者的权益基本上没有受到应有的保护，劳动者没有充分地

享有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从而给劳动关系增添了不和谐的因素。

二、劳动关系问题影响因素分析之一: 改革进程中对劳动者利益的忽视

在任何国家的任何发展阶段，劳动关系都是最普遍的一种社会关系。从西方历史来看，在 1880
年代的英国、1900 年代的法国以及 1920 年代的美国与德国，由于政府积极干预以及工人阶级不断成

熟，资方的策略从暴力转向让步，这些国家相继出现了劳动关系由冲突趋向缓和的标志，迎来了米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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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博德认为的劳动关系“拐点”。此后，在分歧中寻求统一，成为发达国家劳动关系普遍的发展趋

势和目标模式，涌现出大批如美国的 “员工持股计划”、德国的 “劳资共决制度”等劳资合作的典

型。相比之下，我国劳动关系却仍然类似于资本主义早期的冲突尖锐、矛盾激化的情形。
以往的研究常常把这种不和谐的原因归咎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认为是经济不发达造成劳资之

间可供分配的“饼”太小，从而导致了大量矛盾。但是 1998 年，我国大陆的人均 GDP 为 3117 国际

元，和 1870 年英国的水平 ( 3191 国际元) 相当，① 而英国在当时已进入劳动关系转型期，我国却还

处于劳资矛盾多发期。当前，我国的经济总量更是跃居世界第二位，远在 “拐点”时期的西方各国

之上，因此该观点有待商榷。相反，从实际情况看，1990 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几年正是

劳动争议最突出的时期: 1993 年与 1994 年，GDP 增长率分别高达 30% 和 35%，而劳动争议案件增

长率也分别高达 51. 8%和 54. 4% ; 而 GDP 增长率最慢的 1999 年 ( 增长率只有 4. 8% ) ，劳动争议案

件增长率也相对较低，为 28. 3%。②

还有的学者从劳动力素质不高、自我维权意识不足中寻找劳动关系失衡的根源。的确，受出身、
文化程度、服从忍耐的民族性格等因素的影响，劳方博弈的能力薄弱与动力不足在一定程度上让资方

有了可乘之机，但始于 2003 年沿海地区的 “民工荒”现象恰恰说明随着自身权益日益被伤及底线，

即使是最底层的劳动者也会觉醒，以拒绝提供劳动力的方式与资本对抗。
还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经济全球化使资本获得了自由流动，从而降低了本国劳工对抗资本的

能力。该观点有一定道理，但全球化这把 “双刃剑”在加剧劳资矛盾的同时，也将我国企业卷入社

会责任运动之中，其推行的“社会条款”和 SA8000 等标准无疑具有保障劳工权益的作用。面对发达

国家的监督和国际贸易的压力，我国企业不得不改变以往忽视劳工权益的做法，而这对劳方来说是有

利的。因此，还应该从其他方面来探讨劳动关系问题的成因。
笔者认为，改革进程中对劳动者利益的忽视以及劳资利益博弈中对劳动者缺乏支持才是导致劳动

关系问题的真正原因。首先从改革进程中对劳动者利益忽视的角度开始分析。我们知道，改革从某种

意义上说，是对原有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计划经济中国家、企业、个人高度一致的利益体系被一种

新的分散的利益格局所替代，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劳动者的利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与保护。
1. 公有制企业改革中劳动者利益被忽视

1980 年代中期以后，应产权改革的要求，企业由政府的行政附属机构转变为独立的产权主体和

自主用工、自负盈亏的法人，利润增长与生产效率要求企业必须追求劳动力成本最小化，此时劳动者

也由“国家职工”转变为独立的行为主体和利益主体，注重个人利益的最大劳资之间的利益分歧由

此产生。
在用工权力下放到企业的过程中，由于缺乏有效的约束与制衡机制，容易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对

劳方权益造成侵害。1990 年代初以来的股份制改革中，大量公有制企业要求职工平均持股和强制持

股，否则就将其调至低薪的岗位、扣发停发工资甚至解除劳动关系，显然违背了契约自主的精神与投

资自愿的原则，严重损害了职工的利益。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对 640 家职工持股企业的调查数据显

示，强迫职工入股的企业占总数的 62. 7%。③ 改革中后期，从 1997 年国企的减员增效、下岗分流，

到 2002 年大型国企的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和职工身份转换，先后将大约 3000 万职工剥离，几近国企

职工总数的一半。这部分工人收入来源被直接切断，生存遭遇危机。
改革给国企工人带来了普遍的、强烈的挫折感。纵向比较，计划经济时代国家与企业包揽的福利

保障已所剩无几，工人家庭面临日常支出、上学、购房及医疗费用带来的沉重压力。政治上 “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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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的光环对他们而言已无实际意义，曾经的主人翁角色塑造起来的极大荣耀感和自豪感已荡然

无存。横向来看，工人属于城市的中、低收入群体，面对惨烈的劳动力市场竞争，还需为保住薪水微

薄的饭碗提心吊胆。陆学艺曾对十大社会阶层进行过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

标准的高低等级排序，产业工人名列倒数第三，仅高于农民和无业、失业人员。①

2. 非公有制企业利益分配的单边性

改革开放以后，非公有制企业快速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占 GDP 的比重由不足 1 /1000 增长到超过

1 /3，非公有制经济的投资额与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已占到全国总量的一半以上。与巨大的经济成就

并行不悖的是，劳资之间利益分配的单边性也表现突出。1989—2002 年，私营企业的总产值从 97 亿

元增长到 15 338 亿元，工人的工资总额从 11. 4 亿元增长到 204. 5 亿元，前者增长了 157 倍，年均增

长 47. 6%，后者只增加了 19. 8 倍，年均仅增长 3. 9%。据浙江温州的一项调查研究，一般的私营企

业主年收入为普通职工收入的 21 倍; 在资产百万以上的私营企业中，这一比例达到 79 倍。②

资方凭借强势的经济权力，在交易中极力压低劳动力价格，在生产中延长劳动时间，降低劳动条

件，且通过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高度集中保证在利益分配中占尽优势，这已成为非公有制企业

的普遍现象。与此相对应的是，劳方缺乏有力的利益表达和维护机制，除非辞职，否则只能听命于

人，被动接受管理，服从资方单方制定的规章制度。
3. 保护劳动者利益的社会政策发展滞后

从 1873 年德国学者组织“社会政策学会”产生以来，社会政策概念关注的就是权利歧视与分配

不均问题，其宗旨之一就是保护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和社会地位。但在我国社会政策发展的很长一段时

间里，人们并没有找准它的定位，使其一直从属于经济政策，尤其在过去 “发展是第一要务”的语

境中，社会政策已迷失了自我，热衷于充当经济政策的附庸。诸多劳动改革的政策都着重追求 GDP
的增长，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而对劳动者的权益则重视不够。直到 1990 年代末，因为发展中出现

了贫富分化、失业严重、劳资争议凸显、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真正意义上的、关注社会公正与和谐

的、重视民生与以人为本的社会政策才开始起步，社会政策的本意与品格才开始回归。
在这场迟来的回归中，由于缺乏经验，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并未吸收法权意义上的利益相关者来参

与，导致社会政策对实际问题的回应能力仍然较弱，影响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及时性。通常都在劳动者

的权益大面积受损，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之后，相应的政策才可能被提上议事日程。

三、劳动关系问题影响因素分析之二: 利益博弈中缺乏对劳动者的支持

劳动关系的各方主体在分散的利益格局中具有不同的目标函数、行动边界和策略选择，在短期内

没有为劳资博弈搭建起公平的框架是引发劳动关系失衡局面的原因之一。
1. 政府主体的管理职能错位、缺位

政府作为唯一能通过国家强制力量指导和规范劳动关系的主体，面对现阶段 “强资本、弱劳动”
的态势，本应在行政上和法律上加强对劳工的保护，防范、惩罚企业侵犯劳工权益的行为，然而，现

实中却存在着管理职能明显错位、缺位的情况。
一些政府部门重资本、轻劳动，处理问题总是从政绩考核出发，以经济指标为主、财政主要依靠

税收等因素出发，担心加强监管会引起资方转移资本、异地投资，③ 因此片面重视企业的利益，而把

工人的权益维护和收入提高放在一边，甚至对资方恶意侵犯劳工利益的行为姑息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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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监督劳动基准和检查劳动安全问题上，劳动保障监察力量不足，客观上影响到监察处罚的力

度，造成政府管理职能缺位。截至 2008 年年底，全国劳动保障监察专职人员合计 2. 3 万人，而全国

用人单位约 4208 万户，涉及劳动者 7. 7 亿人，平均每 1 名监察人员对应 1830 户用人单位和 3. 35 万

名劳动者。① 如此薄弱的监察力量根本无法应对庞大的工作对象，因此，欠薪、过劳死、劳务派遣等

事故层出不穷，劳动合同缺失、社会保险费用欠缴、最低工资标准虚设、非法作业等做法仍在大行其

道。
在调停劳动争议方面，多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与劳动行政部门仲裁机构是 “一套人马、两块

牌子”，前者是一个没有独立经费、人员、办公机构、场所的 “四无机构”，办案人员仅限于后者中

的几个行政编制人员，很难应对《劳动合同法》与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生效实施后，因劳动者

权利的释放与维权的便捷而出现的案件井喷局面。司法机关还未设置专门的劳动法庭，相应的职能是

由民事审判庭承担，而民事庭本身的业务繁杂，加上办案人员对劳动争议案件审判的专业性也不突

出，在具体审理过程中难免会有所疏漏，影响到劳动争议处理的效能。
2. 工会主体没有切实为员工维权

我国工会的身份，受到列宁 “古典二元论”的影响，一方面作为党政机关在企业的延伸，在协

助企业办社会、维持企业生产秩序等事宜中履行着 “准官方”的职责，另一方面又要作为职工权益

的代表者，团结和组织企业员工，领导工人行动。由此衍生出的 “多重代理”功能造成了一系列不

良后果。其一，组织的独立性被淡化，采取行动时需要顾及他方意见。县级以上各级总工会的行动需

要听从上级指挥，无法形成相对独立的行动策略。企业工会依附于所在企业，必须遵从企业主的意

愿，听候其发号施令。其二，主要的维权功能被弱化，组织目标不明确。各级总工会是变相的政府组

织，主要履行政府职能，工作难以聚焦于职工维权。企业工会出于现实需要和组织利益，常常向企业

靠拢，而与职工远离，背离了工会的最初意义。
如果说多重代理造成了工会对员工的维权不能，工会受到的现实局限与约束则使其维权不力。其

一，成长过程中“发育不良”造成工会维权职能退化。我国传统企业工会成型于国有经济一统天下，

劳资利益完全一致的时代，当时不存在侵害劳方权益的问题，工会大多无为而治，维权能力与维权经

验明显积累不足，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相关职能无法得到锻炼，几乎成为单位的福利部门。近年来，

一些国企改制过程中，职工权益受到了很大侵害，却看不到工会站出来为其维权，传统的工会已几近

形同虚设。② 其二，工会的权力来源使其无法反映工人的权利诉求。各级总工会的权力来源主要在于

其上层党组织，干部也是由上级任命或委派; 基层工会中，公有制企业通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工会组建

方式和工会主席“委派”式的选任方式; 非公有制企业中，工会一般为企业主所控制，由企业主安

排亲戚朋友或性格内向、服从管理的人担任负责人。受权力来源的制约，工会极易远离工人群众，无

法代表工人的心声。其三，工会的经费来源限制了其活动的力度。部分工会没有完整的财务支配权，

经费的使用需要报批，客观上限制了工会活动的广度与深度。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我国工会无论是在

国家、产业层次，还是在企业层次都被批评实际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与社会矛盾多发期，和谐的劳动关系不可能自动产生，构建和谐的劳

动关系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通过劳动关系的各方主体进行充分的协调，在利益矛盾中逐步寻找均

衡，以保证劳资双方在平等的环境中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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