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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二届论坛开幕辞 

[作者]:程恩富 

  尊敬的岛根县立大学校长，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大家上午好！ 

  继去年在上海成功举办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首届论坛之后，今天我们又相聚在这美丽的
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二届论坛，共同探讨当代世界的劳资关系。我谨代表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
议的各位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向具体承办会议的岛根县立大学的各位员工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当代世界劳资关系的政治经济学观察”。围绕这一主题，本届论坛
议题：1.近代以来世界劳资关系的总体演变与当代新特点;2.各国劳资关系的历史、现状与
工会运动的理论与实践分析;4.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关于劳资关系和阶级斗争的主要理论;5.
和其他社会科学关于阶级、阶层和阶级矛盾理论的评述;6.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劳资关
其矛盾的理论阐述;7.现代马克思主义劳动经济学的构建与发展;8.帝国主义与世界和平运动
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我相信，在各位学者的积极参与下，本届论坛一定会取得丰硕的理

  马克思认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资本主义体系所依以运转的轴心，是资本主义社会
劳资关系是一种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阶级利益关系。资本对劳动的强制和剥削是
的本质，由此决定了劳资双方必然是一种对立和对抗的关系。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常能增强这
没有根本弱化这种关系。劳资双方经济利益对立的结果形成了两大阶级——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
思认为劳工运动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初表现形式。在他看来，劳工联合运动是一种巨大的、
运动，工人阶级要想改变自己的处境，必须通过联合运动以革命手段消灭雇佣劳动和私有制。

  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制度自诞生之日起，劳资对立引发的劳资斗争就一直没有停止
济利益的这种矛盾和斗争贯穿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但是，在不同的国
期，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同，劳资关系也具有不同的内容特征和表现形式。 

  伴随着封建社会解体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滋生的过程，也是
程。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通过征服、掠夺、杀戮等残暴手段，一方面创造了大批“自由劳动
使个人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少数人手中的巨额财富，转化为资本。资本原始积累的残暴与
现出资本主义劳资关系本质的对抗性和残酷性。 

  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资本家为了榨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对工人采用了尽量延
劳动强度、廉价雇佣童工女工取代成年男工等最残酷、最原始的剥削方式；面对资本的残酷
反抗。劳资矛盾主要集中于工资、工时、就业和劳动条件的改善，且多以激烈对抗和冲突的方式表
是，劳工运动总体上处于分散、个别和局部的状态，早期工人组织受到了雇主们的激烈抵制和
法律限制。工人群众有组织的行动和国际范围的联合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资本主义各国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在此期间，劳资矛盾的焦
矛盾的激烈程度和表现方式发生了一定变化。除了传统的对抗斗争方式以外，经过谈判——



反复较量，集体谈判制度终于得到了初步确认，成为解决劳资矛盾的途径之一；由于工人罢
会组织的广泛建立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出现，导致劳资力量对比发生改变，日趋强大的有组织
资方及其政府做出让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资矛盾；资产阶级政府调整和改变了劳资关
劳资关系领域的自由放任转向国家干预，大量劳工立法的出现以及相应机构的建立，使劳资关
有序方向转变。 

  20世纪上半期，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在此期间，战
及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极大地影响了资本主义各国的劳资关系。面对巨大的方方面面的社
主义各国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劳动行政管理，推进劳动立法，建立有关机构，扩展劳动监察的
全面地干预劳资关系的方方面面。工业民主化、集体谈判制度和三方协商机制的出现，使资
资矛盾的方式更加多样，措施更加有力。 

  二战以后，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迫于世界范围人民革命运动的巨大压力，资
强了对劳资关系和劳动力再生产的全面干预。国家用于协调劳资关系的手段趋于完备，法律体系不
会保障制度和福利水平不断提高。劳资之间大规模的激烈对抗和冲突相对减少，取而代之的是
控行为，以缓解劳资矛盾。劳资关系时而紧张，时而缓和。 

  西方右翼学者哈耶克认为，工会是导致经济低效和衰退的重要因素。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右翼的理
和政策在资本主义各国占据了主导地位，推行了解除管制、私有化、削减社会福利计划、变
及限制工会等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政策措施，导致资本在劳资关系中的主导作用逐渐增强，工人
度上产生分化，且其整体状况趋于相对恶化，工会的力量和作用逐渐减弱。国际劳工组织的
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普遍面临着工会数量和会员人数下降的趋势。2003年与1970年相比，美
了11.1%，法国下降了13.5%，日本下降了15.4%，英国下降了15.6%，即使工会力量强大的德
降了9.4%。 

  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迅猛扩张，进一步强化了“强资
政治格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不断推进，加速了国际垄断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改变了世界要素
置格局，尤其影响了劳动要素在各国的供需关系和劳资力量对比。由于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一般高于
家，且许多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外资和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竞相制定优惠政策，对跨国公司采取超
多的跨国公司大量地将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并将非工会化纳入公司的发展战略。其结果，不但使
家的劳动者及其工会组织处于十分不利地位，还导致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工会组织与发
级及其工会组织产生严重的“利益分裂”和冲突，强化了国际垄断资本的主导地位。 

  尤为不利的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曾经对资本主义国家资本恶化工人状况发挥过
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发生“蜕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使国际垄断资本失去了一
因素，使世界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面临严峻挑战。 

  尽管资本主义各国从社会主义学说里吸取了为其所用的东西，建立了对稳定资本主义制度有用的社
制度；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批判中吸取了教训，加强了国家对市
控，缓解了劳资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但是，当代资本主义各国劳资关系的表面缓和并没有根本改
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对立。 

  首先，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并没有改变工人阶级受剥削受压迫的
克思所说：“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持有财产多一些，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