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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型与危机的“碰撞 ”

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 ,我国是受冲击最大的国家

之一 ,并且受到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外部冲击 [ 1 ]。

之所以会如此 ,是因为我国刚刚启动的经济建设为中心

向经济社会发展为中心的转型 ,正好与这次国际金融危

机不期“碰撞 ”。

我国在改革开放近 30年之际 ,之所以会继 1980年将

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型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启动又一

次重大转型 ,是因为经济社会发展遭遇两大“瓶颈 ”问题 :

其一 ,经济与社会断裂。由于“发展是硬道理 ”被理解和

体现为“经济发展是硬道理 ”,经济增长优先、快速 ,而社

会发展滞后、缓慢 ,导致经济增长不但不能带动社会发

展 ,反而使失业、贫富分化、城乡差距扩大、生态破坏等社

会问题越来越严重 ,并且使社会问题的解决越来越困难 ,

从而使社会危机的潜在因素越来越显性化 [ 2 ]。以经济增

长与就业的关系为例 , GDP虽然保持在年均 10%左右幅

度的增长 ,但就业增长率却一直在 4%以下徘徊 ,并且经

济增长带动就业增长的能力 (即就业弹性 )不断下降 ,

GDP增长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所拉动就业增长率提高的

百分点 ,上世纪 80年代初约为 0. 4个 ;上世纪 90年代初

约为 0. 3个 ;到本世纪则为 0. 1个 [ 3 ]。在 2004年 ,我国就

有学者认为 ,到 2010年前 ,我国可能进入一个危机多发

期 ,总体上看 ,社会危机 (如城乡贫困问题、失业问题、农

村剩余劳动力和农民工问题、缺乏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公

共卫生问题、教育问题 )、经济危机 (尤其是金融危机 )、环

境危机是最受关注的三类问题 ,这些领域极有可能发生

较大的风险 ,最有可能出现的领域依次是“社会 ”、“金

融 ”、“经济 ”、“就业 ”[ 4 ]。正因为经济与社会的断裂 ,越

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反过来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重大障

碍。例如 ,一直未能解决的消费需求不足问题 ,原因多由

社会问题所致。其二 ,经济增长外向型动力结构。我国

经济持续 30年的高速增长 ,就其动力结构而言 ,是主要

由出口和投资拉动的外向型经济增长。外贸依存度从 20

世纪 80年代初期的 15%左右一路蹿升 , 2001年加入世界

贸易组织后 ,更是节节攀升 ,已接近 70% [ 5 ] ;在投资和消

费之间 ,投资的比重越来越高 ,特别是进入 21世纪以来 ,

达到了 45% —50%的水平 [ 6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世界

平均消费率 (总消费支出占 GDP的比重 )水平为 78% -

79% ,我国的消费率由 2001年的 61. 4%下降到 2004年

的 54. 3% ,再进一步下降到 2006年的 50% [ 7 ]。在消费需

求不足中 ,主要是以劳动收入为生活主要来源的普通居

民尤其是农民的消费需求不足。例如 , 2007年县和县以

下 10亿人以上消费品零售额仅占 GDP总量 11. 7% ,而县

以上城市 3亿人以下的消费品零售额占 GDP总量的 25.

5% ,按人均计算 ,相差 10倍左右 [ 8 ]。这种经济增长方式

已经使我国的经济增长因内需不足尤其是消费需求不足

而难以持续 ,并陷入恶性循环。这种恶性循环可表述为 :

“内需不足 →依赖出口 →低价倾销 →利润空间压缩 →压

低劳动收入 →内需不足 ”;“内需不足 →加大投资 →产能

过剩 →增加失业 →内需不足 ”;“内需不足 →扩大外贸顺

差 →增加外汇储备 →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 →打击出口制

造业 →增加失业 →内需不足 ”。

为突破上述两大“瓶颈 ”而启动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向

经济社会发展为中心的转型 ,既包括经济与社会之关系

的转变 ,即经济优先发展转向经济与社会统筹发展 ;也包

括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即“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

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 9 ]。这

次转型意味着 ,在由政治目标、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等构

成的国家政策目标体系中 ,社会目标的地位的提升 ,即由

经济目标优位转向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并重。正是在此

背景下 ,我国劳动立法步入“黄金阶段 ”, 2007年以《促进

就业法 》、《劳动合同法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的出台

为标志而成为“劳动立法年 ”。

出人意料的是 ,这次转型刚刚启动 ,就爆发了百年一

遇的国际金融危机 ,而上述两大“瓶颈 ”正好是国际金融

危机所击中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软肋 ”。2007年 ,我

国出口额相当于当年 GDP的 37% ,在世界各大国中比例

最高。而 2008年 7月开始 ,我国出口出现多年未有的负

增长 ;今年一季度对外贸易大幅下降 ,进出口总额同比下

降近四分之一 , 其 中 , 出口 下降 19. 7% , 进口 下降

30. 9% [ 10 ]。可以说 ,如果转型已经完成或初见成效 ,危机

冲击的危害后果 ,就不至于像当前那么严重 ;而提高抵御

危机冲击的能力 ,最终走出危机 ,也依赖于转型的实现。

所以 ,无论是扩大消费需求 ,修复经济与社会的断裂 ,还

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都需要劳动法发挥更大的

作用。

二、西方国家历史的启示

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史 ,也就是一部危机发生

和应对的历史。其中的经验和教训表明 ,劳动法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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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法作为阻隔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互动的“防火墙 ”,

对于防范和走出危机至关重要。

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 ,最早出现并引起国家重

视的危机就是以工人运动为主要标志的社会危机 ,与此

对应 ,在介于公法与私法之间的第三法域中 ,劳动法和社

会保障法作为社会危及对策法而成为最早的成员。尽管

当时也有经济危机 ,但国家对经济危机并不恐惧 ,奉行经

济危机问题无需国家干预而通过市场机制就可解决的自

由主义政策。之所以如此 ,一个重要依赖就是 ,劳动法和

社会保障法具有阻隔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互动的功能 ,

即通过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应对社会危机 ,既不使社会

危机渗透和扩展到经济领域 ,也不使经济危机诱发社会

危机。因而 ,干预只限于劳资关系和社会分配领域 ,对经

济仍然奉行不干预政策 ,任由市场机制来解决经济危机

问题。可见 ,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

阻隔社会危机与经济危机互动的“防火墙 ”。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自由竞争阶段向国家干预阶

段转型的过程中 ,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作为经济危机与

社会危机之间的“防火墙 ”,作用更为凸显。例如 ,诞生于

1930年代美国大萧条期间的罗斯福新政中 ,除了干预经

济的措施外 ,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 ,为应对经济危机向社

会危机蔓延而采取了一系列得力的社会政策 : (1)三方协

调机制。在 1933年《国家工业复兴法 》中 ,将自由组织工

会和集体谈判规定为工业振兴的措施之一 ; 1935年《国家

劳资关系法 》给工会和集体谈判提供进一步保障 ,特别是

确立了由劳方、资方和政府代表组成的全国劳资关系委

员会在集体谈判中充当裁判的法律地位。 (2)社会保障。

1933年 ,制定《联邦紧急救济法 》,成立联邦紧急救济署 ,

划分联邦政府和各州的救济职责 ,以优惠政策鼓励地方

政府直接救济贫民和失业者。自 1935年起 ,通过《社会

保险法 》、《公共卫生署法 》、《瓦格约 —斯特格尔房屋法 》

等立法 ,建立了覆盖全国的包括老年保险、失业保险、医

疗照顾、公共卫生、住房保障等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

(3)就业保障。自 1934年起 ,政府兴办公共工程 ,对失业

者实行大规模的以工代赈。 (4)工时和工资基准。1935

年的《沃希尔 -希利公共合同法 》,规定对合同金额超过

1万美元的政府承包商实行每周 40小时的最高工时标

准 ,并要求和制定最低工资制度。1938年的《公平劳动标

准法 》则将最高工时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扩大适用到所

有“影响州际贸易 ”的工作 [ 1 ]。

就我国当前而言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波 ,

虽然还未陷入危机 ,但危机因素确实存在。由于国际金

融危机还在继续蔓延 ,对我国的冲击还在加深 ,经济危机

及其与社会危机互动的威胁已经降临。而现行的劳动法

和社会保障法 ,无论是从体系的完备程度、劳动标准和社

会保障标准的水平 ,还是执法的环境和能力而言 ,还不足

以斩断经济危机因素与社会危机因素互动的“引线 ”。为

此 ,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这道“防火墙 ”,还需要增高加

厚。

三、危机应对中劳动法的对策走向

既然国际金融危机所击中的 “软肋 ”正好是转型的

根本原因 ,就应对危机来说 ,治本就要转型 ,转型才能治

本 ,转型不能因危机冲击而中断。因此 ,加大劳动法保护

劳动者的力度 ,既是继续转型的必要 ,也是应对危机的治

本之道。但是危机的冲击来势凶猛 ,治标也不得不有所

考虑。治本固然有其必要性 ,但治标更有其紧迫性 ,故标

本兼治 ,治标为主逐步转向治本为主 ,应当是我国劳动法

的理性选择 :

在应对危机的劳动法对策中 ,就业无疑是首要和核

心问题。美国新当选总统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中 ,头

号目标就是创造 400万个就业机会 [ 2 ]。我国是世界上人

口和劳动力最多的国家 ,更需要把就业增长放在首位。

当前最紧迫的是要处理好下述两难选择 :

1.是就业数量优先还是就业数量与质量并重。就业

数量目标与就业质量目标一直是我国的两难选择 ,且在

危机冲击下 ,难度进一步加大。追求就业数量 ,虽然可解

决当前农民工、大学毕业生等就业的燃眉之急 ,但大面积

的低质量就业无助于扩大消费需求 ,当下一波经济危机

袭来 ,可能仍然面对同样问题 ,甚至由于问题的积重难

返 ,而难以抵御经济危机 ,甚至引发社会危机。而追求就

业质量 ,在国家的政策支持未能及时到位的情况下 ,经营

困难的企业将因用工成本的提高而更加艰难 ,加剧其倒

闭、破产的风险。因而 ,应当在稳定和扩大就业规模的同

时 ,逐步适度提高就业质量 ,而不能长期容忍低质量就

业。

《劳动合同法 》的实施 ,在总体上会提高就业质量 ,因

而有人认为这会提高企业的用工成本 ,而使失业增加。

其实 ,低用工成本未必能增加就业。我国的用工成本一

直偏低 ,且工资总额占 GDP的比重持续下降 ,但就业形势

依旧严峻 ,且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依然在减弱。可见 ,低

用工成本并不能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这在农民工因工

资低而“主动 ”要求加班的实例中也得到说明。相反 ,普

遍适度提高用工成本未必减少就业。如果普遍适度提高

工资水平 ,虽然企业在本期的利润会有所减少 ,但企业本

期多发的工资会变成下一期企业多接订单的机会 ,面对

多接的订单 ,企业就会多雇劳动者 [ 13 ]。所以 ,为应对危

机 ,即使从就业考虑 ,《劳动合同法 》实施的强度也不应当

减弱 ,更不能中断。

还有人认为 ,《劳动合同法 》要求劳动关系更加正规

化 ,因而不利于发展灵活就业。其实 ,较之《劳动法 》,《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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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合同法 》的一个亮点在于 ,对灵活就业形式的更加包

容 ,即在继续允许短期劳动合同、以完成工作为期限劳动

合同的同时 ,还增加了劳务派遣、非全日制、外包用工的

规定。但是 ,《劳动合同法 》对灵活就业形式作出的非主

流地位的安排 ,就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发展灵活就业的

需要而言 ,的确难以完全满足。这需要针对灵活就业制

定配套法规和特别法 (政策 ) ,促进灵活就业。

2. 是就业或社会保险优先还是就业与社会保险并

重。对社会风险和危机而言 ,就业是积极防线 ,社会保险

是兜底防线 ;对经济增长而言 ,就业有直接的依赖和推动

作用 ,社会保险则通过消费需求而有间接的拉动力。现

阶段就业与社会保险的冲突主要在于 ,在社会保险覆盖

率低、拖欠社会保险费现象严重的情势下 ,如果普遍和严

格强制用人单位履行社会保险义务 ,某些用人单位就会

因此增加用工成本 ,有人担心这会影响岗位供给 ;如果继

续容忍无社会保险的就业 ,而由无社会保险的就业所支

撑的低度社会安全不可持续 ,并且 ,社会保险缺失将抑制

消费需求 ,进而不利于经济和就业的增长。于是 ,国家是

容忍无社会保险的就业还是普遍要求有社会保险的就

业 ,就成为两难选择。并且 ,这种两难选择主要聚焦于农

民工。我国农民工总数约为 2. 3亿人 ,其中在城市就业

的约 1. 4亿人 ,截至 2008年底 ,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的农民工仅 2 400多万 ,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

仅 4 200多万 ,参加工伤保险的仅 4 900多万 ,参加失业保

险的仅 1500多万①。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 ,就业形

势更加严峻 ,社会安全面临更大威胁 ,无论是就业优先还

是社会保险优先 ,都不可取 ;就业和社会保险的功能不可

相互替代 ,保就业不能只满足于保无社会保险的就业。

然而 ,尽管《劳动合同法 》的实施 ,尤其是书面劳动合同签

订率的提高和劳动合同短期化趋势的扭转 ,为社会保险

覆盖面的扩大和社会保险费的征缴改善了基础条件 ,但

农民工和非正规就业者的社会保险却困难重重。无论是

从危机应对还是从经济社会转型看 ,将社会保险的覆盖

面扩大到农民工和灵活就业者 ,其必要性和紧迫性都很

明显。但是 ,社会保险水平的提高应当具有结构性和长

期性 ,对农民工和灵活就业者在现阶段实行相对较低标

准的社会保险 ,以后逐步提高标准 ,将更具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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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金融法学研究范式亟须升级 :

从 CBS到 F IRE
33

管斌 , 华中科技大学金融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 副

教授

一、我国金融法学 CBS研究范式的述评

当学术共同体中一定数量的研究形成比较固定的

“套路 ”,即大体相同的问题领域、运用类似的方法和知

识 ,就形成了科学史家托马斯 ·库恩 ( Thomas Kuhn)所说

的“研究范式 ”(paradigm) [ 1 ]。CBS是公司 (Company)、商

业银行 (Bank)和证券 ( Security)的首字母缩写 , CBS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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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部长李学举 :《国务院关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情况的报告》, 2009年 4月 22日。
本文系管斌主持的华中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重点项目《公司治理的法与金融学研究》(2008002)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