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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劳工政策是由政府制定的、用以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的各类法律、法规和条例等。近年来劳工研究的理

论发展至少表现为 4个方面 : 即公民权或公民社会视角、文化视角、阶级视角和后现代主义视角 , 这些理论从国家与

社会关系、文化和意义符号、利润和财产关系以及性别、阶级和城乡关系的重叠来理解劳工状况。这 4种取向可形成

分析劳工政策的不同理论框架和学术成果。

关键词 : 劳工政策 ; 公民权视角 ; 文化视角 ; 阶级视角 ; 后现代主义视角

【中图分类号 】C912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 - 867X (2008) 05 - 0069 - 05

　　劳工政策是社会政策之一 , 是由政府制定的、

用以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的各类法律、法规和条例

等。劳工政策要求满足两方面内容 : 一是要解决劳

动者所需解决的公共问题 , 如劳动时间、劳动保

护、劳动安全、最低工资标准等社会控制问题 , 可

称为劳工政策的 “控制性 ”; 二是要有能力和具体

的办法解决社会存在的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公共问

题 , 可称为劳工政策的 “效能性 ”。

制定劳工政策的目标是要使劳方受益 , 是为劳

工而重建社会政策 , 以使劳工能够分享到经济发展

的好处。劳工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两个连续的过

程 , 前者关系到对劳工利益的基本保障 , 是满足其

控制性的 ; 而劳工政策的实施程度则是满足其效能

性的。近年来劳工研究的理论发展至少表现为 4个

方面 , 劳工研究从失语状况发展出了公民权或公民

社会视角、文化视角、阶级视角和后现代主义理论

视角 , 这些理论从国家与社会关系方面、文化和意

义符号方面、利润和财产关系方面以及性别、阶级

和城乡关系的重叠来理解劳工状况。这些理论对劳

工政策具有不同的优先权取向 , 有的强调立法建

设、有的强调工会建设、有的要求增加话语权、有

的强调平等待遇。在和谐社会建设的大背景和全球

化的国际条件下 , 中国劳工政策带有较为强烈的公

民权意识。本文将以公民权视角为核心 , 关注不同

学术立场的劳工研究成果对劳工政策的意义。对每

种劳工理论的分析包括 3个方面 : 一是分析该理论

的价值理念 ; 二是分析该理论对现有劳工状况的研

究成果 ; 三是分析该理论可能对劳工政策或劳工政

策实施产生的影响。

一、公民权 /公民社会视角和法制建设

公民权或公民社会视角是现代公共政策产生和

发展的重要基础。提出公共政策的公民社会模式的

马歇尔 , 从一开始就讨论阶级与公民社会的问题 ,

并提出了社会契约的概念 , 即人民与政府之间默认

的一种契约 , 如果没有这种契约现代国家将无法存

在下去。而当谈到政府建设的福利社会的契约时 ,

公民资格问题便应运而生了 [ 1 ]。而现当代学者如

斯科克波等则将国家放在观察的中心 [ 2 ]。

近 20年来 , 公民社会和公民权视角已普遍应

用在劳工研究中 [ 3 ]
, 并与阶级视角彼此呼应 [ 4 ]。

公民权理念暗合了市场的、理性的、法制的等现代

性的追求 , 它不是对阶级分析的摈弃 , 而是将阶级

分析推向更有普遍意义的 “权利 ”上 , 工人不再

是被剥削的个体 ; 而是一个与任何人一样享有权利

的 “人 ”。其基本的价值理念是强调平等 , 特别是

机会平等。

对公民权的关怀普遍存在于对农民工的解释

上 , 因为他们的户籍状况而在劳动力市场中缺失了

公民资格。当农民工以 “用脚投票 ”的方式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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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存在 ”时 , 其公民资格问题显现化。有学者

提出 , 只有把农民工的问题视作乡城迁移者如何获

得市民权的问题 , 而不是视作 “农民工 ”的权利

问题时 , 这一问题才能得以真正解决。[ 5 ] 《劳动合

同法 》的本质就是将一切劳动者同等地纳入到法

律的保护中 , 同样地享有各种社会保障的权利 , 这

背后的推动力是市场因素 , 它打破了多元复杂的社

会背景和文化传统 , 特别是身份制的限制 , 将工

人、农民工、小白领等诸多的个人还原为同一的劳

动力市场中的 “劳动者 ”。

有关公民权意识的觉醒 , 则更多地出现在前国

有企业工人中。因为前国有企业工人呈现了波兰尼

模式 , 是市场力量的作用。前国有企业的职工曾经

享受过特定的社会契约 , 被国家福利所覆盖。当他

们面临下岗和离职的威胁时 , 工人与国家已经建立

起来的关系重构了他们的公民权意识。这种力量推

动了中国不同地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 , 特别是最

低工资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设。

公民权理论更重视国家因素 , 关注国家与社会

关系。中国作为 “国家主导 ”的社会变迁 , 国家

是一个理性的、具有自身利益目标的行为主体。国

家从自身的利益原则出发 , 仲裁、协调和调整市场

过程中不断涌现的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 , 维

持基本的社会秩序 [ 6 ]。目前各种劳工政策的出台

基本上都是以政府为主导的 , 《劳动合同法 》的出

台 , 表现出国家对市场中各种利益的协调和调整能

力 , 是在妥协中出台的。

从公民权理论出发 , 劳工政策的实施过程并非

易事 , 它需要各种力量的干预。因此 , 在社会学界

的劳工研究中 , 不少学者看到要通过 “社会干预 ”

进行实践社会学的研究 [ 7 ]。同时 , 有不少社会学

家积极地加入到实践中 , 从政策层面、NGO组织

层面和行动研究的层面干预劳工的状况。一批有关

劳工的 NGO组织得以产生 , 如 “女工关怀 ”、“打

工妹之家 ”、“协作者组织 ”等 , 并有诸多学者参

与到实践社会学中来。全球化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传

统的生产体制 , 也在中国劳工领域催生了一个个新

的生产主体和组织。对外来工组织的观察发现 , 外

来工组织的成长与全球化紧密相关 , 特别是与跨国

劳工团结网络的资金、团队管理经验和劳工服务理

念相关 , 跨国网络在中国的活动有利于外来工组织

的健康发展 , 也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和谐进步。[ 8 ]劳

工 NGO组织的发展不仅与全球化相联 , 也与社会

科学界的学者们的积极投入相联 , 这为中国劳工政

策的实施提供重要的基础力量。

二、劳工研究的文化视角和共同体的建立

文化视角源于韦伯主义对社会行动与意义世界

相互关联的理解 , 它强调主观世界 , 并寻找主客观

之间的转化关系。在劳工研究领域中 , 社会学家看

到劳动关系和劳动过程中充斥着文化 ———即共享的

意义 , 这些共享意义影响了劳工对自己生活的理解

及其顺应或反抗的方式。在这一传统下 , 展出了各

种 “社会认同 ”、“社会排斥 ”等理论 , 也发展出

“失语症 ”、“延续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 ”等概念。

对劳工政策而言 , 文化视角的分析强调 “共同体 ”

概念 , 即在认同、自我意识和共同利益方面具有共

同感的社会群体 , 强调人是 “社会性存在 ”, 其价

值理念是强调对共同体价值的诠释和对共同体关系

标准的理解 , 并批判个人主义。

社会认同理论是在寻找 “共同体 ”或 “我群

与他群 ”的观念是如何产生的 , 即什么样的人会

认为自己是一类人。所谓的 “共同体是一群人 ,

他们在表达其认同感时 , 吸收了一组相同的符号资

源。”[ 9 ]对那些失业、下岗和 “准下岗 ”群体的研

究发现 , “年龄大、没有竞争力、没有技术 ”的标

签和 “失业危机 ”强化了工人的工作欲望和对本

体性安全的忧虑 , 共同的经历使工人获得了相似的

社会身份 ———被选择的社会位置 , 同时工人在经济

上的差距已紧密与政治上的差距重叠在一起。[ 10 ]

文化视角还将社会身份认同视为集体行动的动

员工具。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 并非

是一日之功 , 在很多方面 “延续了社会主义的文

化传统 ”, 是一直存在于中国社会的 “广泛流行的

大众政治哲学 ”[ 11 ] , 它是一种存在于百姓心中的

政府与人民的关系 , 也是共产党政府一直得以依靠

的文化。比如 , 对一家反兼并的工人集体行动的研

究发现 , 工人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负面经历凸显

了他们对社会主义文化传统的认同 , 兼并式改革所

具有的私有化性质激发了工人们的 “主人 ”观念 ,

加剧了工人对 “共同体 ”和 “家园 ”的留恋与集

体认同。虽然工人们已经意识到自己留恋的、能够

提供生存保障的传统国有企业的 “庇护 ”已经逝

去 , 但他们可能借助那个时代的文化传统来为其群

体利益的实现寻找合法性和可能性 [ 12 ]。这种延续

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和工人们发展出来的 “想象

的共同体 ”的真实性 , 广泛地存在于社会主义计

划经济时代的一代工人对符号共同体的从属中 ,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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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提供了制造意义的手段 , 它可能是改变中国市场

化发展路径的重要因素。

具有文化批判性的 “社会排斥理论 ”在看到

城乡二元分割对农民工的制度性歧视外 , 还看到官

方话语对农民工的刻意回避、大众媒体对农民工的

负面报道和城市原住居民对农民工的排斥 , 这些因

素共同塑造了农民工群体低能低素质的形象。这表

明主流社会对劳工群体在文化层面的剥夺。潘毅阐

述了文化如何变成竞争与剥削的工具。从农村到深

圳经济特区工作的 “打工妹 ”被当地人讥笑肤色

垢黑 , 粗手粗脚、土里土气 , 这或许是事实 , 但更

可能是一种或有意或无意的文化建构过程 , 客观效

果就是为来自 “北方 ”的女工进行身份定位 , 将

她们编派到深圳这新兴工业城市的底层。至于

“打工妹 ”们 , 在接受这文化建构的同时 , 亦运用

同样的文化符号进行反建构 : 买新衣、做头发、用

化妆品等 , 这些都帮助她们拉近与城市人的距离 ,

增强她们在劳动力市场的议价能力。[ 13 ]

面对农民工对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做出的贡献 ,

而学界、媒体以及劳工自身的 “失语 ”状态 , 有

学者称之为打工阶级的 “失语症 ” ( discursive dys2
lexia)。改革时期中国新兴的精英集团正在崛起 ,

他们自觉地对抗着一般意义上的 “马克思主义 ”

话语以及特殊意义上的 “阶级斗争 ”话语 , 因为

这些话语仍然有可能塑造大众记忆和社会主义历

史。打着新自由主义话语的旗号 , 新的霸权机器已

经为抨击 “阶级 ”话语和驳斥过时并且有害的思

想模式做好一切准备 [ 14 ]。这一研究将话语上升到

政治和意识形态上 , 其文化批评的力度较大。

文化视角带有很强的批判性 , 充分看到不同共

同体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以及存在的 “多重剥

削 ”, 强调对网络资源的整合 , 并相信 “共同体 ”

处于政府和市场之间会弥补两者可能出现的失败。

在一定程度上 , 文化解释相对保守。

三、阶级视角和加强工会的谈判能力

阶级一词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 , 多是政治术语

而非学术概念。改革开放后 , 阶级一词因其政治性

而被摈弃。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和农民工成为

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主要力量 , 涉及财产的占有与

分配、剥削以及反抗的阶级理论成为劳工研究的甘

泉。现实的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为阶级视角找到了

合理性和合法性。阶级视角是指确立了在社会转型

过程中资本剥削劳动的事实 , 并以此为基础认识中

国社会中国家、劳工和资本等诸多因素的关系 , 重

点应用了剥削与支配的概念。阶级视角的价值理念

是相信在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前提下 , 工人们只有组

织起来才能有力量 , 并在谈判的基础上实现劳工的

基本权利。在制度主义的影响下 , 阶级视角的劳工

政策强调工会制度和以政府、资方和工会三方为基

础的集体谈判制度的建设。

阶级分析框架的形成经历了学界 , 对新马克思

主义劳工研究的介绍和反思。首先是在社会分层理

论中介绍了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 15 ] , 一批学者还

介绍了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相关研究 [ 16 ] , 对西方工

人阶级形成理论的综述则致力于 “重返阶级 ”的

讨论 [ 17 ]。第二是翻译了一批劳工史研究的书籍。

如汤普森的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裴宜理的

《上海罢工 》等。在后一本书中 , 作者揭出了 “不

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政治 ”的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

并以后现代理论为新的理论源泉将工人的经历、生

活和文化背景纳入到对工人集体行动的理解上 , 从

性别、地缘以及技术分化上理解工人的联合与分

裂 , 这些诠释对当今劳工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

义 [ 18 ]。第三是介绍了一批对亚洲国家劳工和农民

的研究。如具海根 《韩国工人 》的出版。第四是

对美国社会学家麦克 ·布洛维劳动过程理论的系统

介绍 , 引发了学者对劳动过程、同意政治及霸权等

新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使用。[ 19 ]

李静君较早倡导将 “中国劳工问题理论化为一

个阶级构成的问题”。她认为 , 中国劳工正处于旧体

制已消失 , 新体制未建立起来的裂缝中 , 大部分工

人失去讨价还价的权力 ; 那么 , 阶级经验即阶级带

来的文化、体会、感受与思想、意识的混合要成为

考察的重点。劳工对市场制度的理解和接受、他们

对改革的道德判断以及他们所有的一套来自国家社

会主义历史的语言和思考工具等都需要进行考察。

在新旧体制之中 , 中国工人的阶级力量在市场发展

快的地区较明显地弱化 , 但阶级意识在全国都明显

地尖锐化 [ 20 ]。随着中国变成世界工厂 , 马克思意义

上的工人阶级形成问题被提到了日程。工人阶级形

成有两种前景 , 第一 , 如果工人的行动被导向体制

内 , 为现存体制所容纳 , 那么工人阶级就不会形成 ;

如果工人的行动被导向体制外 , 与现存体制对立 ,

那么工人阶级难免会形成。决定工人行动导向的是

社会体制能否对工人的诉求进行合理回应 , 能否在

回应困难的时候对现存体制进行修改 , 以实现工人

所期望的社会公平。鉴于目前体制的合理回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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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动力不足 , 工人阶级的形成已经被启动 [ 21 ]。

在劳工政策方面 , 阶级分析常常被视为围绕利

益进行动员的一项工具 , 因此阶级概念变得简单

化 , 并因其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行动性带有一

定的激进色彩。常凯对工人罢工权的呼吁就广受关

注 , 他认为 , “罢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工资劳动者

对抗雇主以维护切身利益的主要的抗争手段之一 ,

作为工人阶级集体反抗资产阶级经济剥削和政治压

迫的主要斗争手段。”[ 22 ]事实上 , 在劳动社会学界

阶级分析重点用于解释当今劳工的生存状况 , 在政

策取向则以强调工会和职代会这样的工人利益团体

的建设与作用发挥 , 更关注劳工政策的 “控制性 ”

和 “效能性 ”, 提倡控制权应当在劳动者群体手

中 , 通过适当的制度建设 , 如工会和职代会建设发

挥作用。同时 , 许多学者具有这样的共识 : 中国发

展需要稳定 , 以斗争为基础的集体行动是不可取

的 , 因此 , 建设以工会为基础的劳工政策能够较好

地搭建起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安全网 , 虽然它离

公平社会关系的建立还有很远的距离 , 但这同样能

够促进工人们享受到经济增长的好处。

四、后现代主义视角和差异政治

后现代主义可被看成是对现代主义概念和价值

的反动。在劳工研究领域后现代主义视角强调差异

及由差异引发的不同政治 , 在后现代主义的理念

中 , 不存在一个一致性的劳工利益 , 所谓的劳工利

益不仅是阶级关系的表现 , 同时也与性别、城乡关

系或民族、种族关系结合在一起。因此 , 后现代主

义的价值理念是强调 “个人的就是政治 ”的 , 要

细致地评估劳工政策对不同劳动者的影响。工人群

体从来都不是一致的 , 中国工人群体也是有差异

的。有研究认为 , 不同的工人群体表现了具有差异

的抗争特点 , 流动农民工、在厂国有企业工人和下

岗工人的抗争构成了三种不同的工人政治 [ 23 ]。

后现代主义视角亦结合了 “后女权主义 ”理

论 , 为了和传统女权主义相区别 , 后女权主义强调

自我、社会、政治、历史、话语、知识等。有学者

使用 “历史时间 ”的概念分析在时间中的社会结

构 , 用事件如何发生来解释历史 , 说明当代中国女

工的历史命运是如何嵌入在全球资本的入侵、国家

追求现代化的压力、非民主化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家

庭父权制的因素中 , 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女工成为

转型社会中最底层的劳动力 [ 24 ]。

强调主体能动性是后现代理论的重要内容 , 有

学者根据新劳工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 重述了中国

近代工人阶级的形成 , 力图寻找和发现历史中工人

的实践主体性 , 工人阶级不仅是被剥削的客体 , 同

时也是实践主体。[ 14 ]研究表明 , 中国的打工妹没有

对资本展开过有组织的公开对抗 , 也未成为一股重

要的反抗力量。外来工作为城市过客的两个重要特

点 ———无常和游离 , 也为他们在城市中成长为一股

集体性的阶级力量设置了障碍。尽管一个有组织的

打工阶级的形成道路受到阻塞 , 但是一有机会 , 打

工者就会毫不犹豫地展开各种短暂的、自发性的罢

工等集体行动。在对抗性集体行动受到压制的情况

下 , 会导致各种反叛性集体行为的产生和蔓延 , 从

一般的劳动反抗 , 到日常生活的抗争。潘毅认为 ,

打工妹这个特殊的打工主体不仅体现了生产关系 ,

同时也体现了社会与文化论述、消费关系、社会网

络、家庭关系、性别比喻以及社会抗争。作为女性

的打工主体 , 她们的社会抗争既是打工者对制度和

资本的反抗 , 也是女性对父权制文化的挑战。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 , 不存在一揽子计划

或全面的解决劳工问题的方案 , 只能逐步和分别的

处理。劳工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对各类制约因素有

正确估计 , 当我们能够把握各种理论的立场和价值

关怀时 , 就多少可以预见到政策效果。中国劳工政

策正在迅速发展中 , 需要有系统的分析和评论 , 其

最重要的步骤是建立分析和评论的理论框架 , 已有

的劳工研究的不同理论视角为建立分析和评估政策

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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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etica l Study of Labor Policy and Laborers from Four Perspectives

TONG Xi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3, China)

Abstract:Labor policy consists of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issued by the government for guaranteeing the basic rights of the laborers.

The are four major perspectives in recent studies of labor theories, that is,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ivil rights or the civil society,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the class perspective and postmodern perspective, which interp ret the laborers in term 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society, between p rofits and p roperty, between the city and the countryside, cultural and symbolic signs, gender and

class.

Key words: labor policy; perspective of the civil rights; cultural perspective; class perspective; postmodern perspective

(责任编辑 　王东昕 )

—37—

第 5期 　　　　　　　　　　　　　　佟 　新 : 劳工政策和劳工研究的四种理论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