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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思考 

     

河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  学会副会长  张瑞书 

   

  摘 要：劳动关系作为人们生存和发展基础的社会关系，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具

有重要地位。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多种所有制经济成份的发展，就业形式发生了深刻

的变化，随之，劳动关系呈现出多元化、短期化、动态化的特点。在劳动关系中，企业处于

相对强势地位，由于一些企业责任意识薄弱，劳动者权益受侵害问题日益突出。发展和谐劳

动关系关键是平衡企业和职工双方的利益。本文分析了现阶段我国劳动关系的特点、问题，

重点从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协调沟通机制、纠纷处理机制，以及引导企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

等方面，对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作了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现阶段我国劳动关系的状况及特点 

     劳动关系是劳动力所有者（雇员）与劳动力使用者（雇主）之间，以实现劳动价值而

形成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一种社会关系。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发展，劳动关系领域

的市场导向机制已基本形成，并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劳动关系调节已由行政调节转变为市场

调节，由行政化管理转变为市场化管理。 

     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运行高度统一，表现在就业领域，国家对劳动力实行统包统

配，形成了劳动者就业对国家的依赖关系，其存在形式是劳动者对所在用人单位的终身隶属

关系，这个时期劳动关系呈现出单一性的特点。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和多种所有制、多种经

营方式的发展，新型的就业形式不断出现，劳动关系呈现出多元复杂、短期动态化特点，一

是国有企业劳动关系基本格局由原来长期的、固化的劳动关系逐渐向相对松动的劳动关系转

变。大多数国有企业通过公司制改革，对原来的劳动关系进行了调整，逐步解除、终止或变

更原来的劳动合同，使职工从“企业人”变为“社会人”。二是劳动合同短期化趋势明显，

职工流动性过大。一方面，一些高素质劳动者为便于重新选择就业岗位，希望与企业签订短

期劳动合同；另一方面，由于普通劳动者供过于求，用人单位为便于管理及规避企业应履行

的社会责任等多种原因，大多与劳动者签订短期合同。三是用工手续不规范，不签订劳动合

同或者劳动合同不规范的问题普遍存在。特别是一些民营企业，偏重自身利益忽视职业权

益，为劳动合同的法律约束，不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也有一些企业迫使劳动者签订不平等

的劳动合同，放大劳动者的违约责任，导致职工不愿意签订劳动合同的问题，如按照最低工

资设置工资报酬，而违约金却高达数千元，等等。四是大量劳动者以灵活方式就业，动态的

不稳定的劳动关系大量出现。非全日制、季节性就业、多用人单位就业、弹性工作等各种灵

活就业形式大幅度增加，企业（雇主）和劳动者双方只在提供劳务期限内存在简单的权利义

务关系，劳动关系呈现出非正规、流动性和更加复杂的特点。 



     总体上看，现阶段我国劳动关系正处于动态的调整过程中，以是否签订劳动合同来判

断就业的稳定性，河北省非国有企业合同签订率还不足80%；以是否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来

判断就业的稳定性，河北省养老保险参保率大约在60%左右。进城务工人员就业、灵活就业

等流动性就业还大量存在。职工就业流动性增强，成为影响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和谐的重要方

面。 

     二、当前我国劳动关系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劳动法体系建设滞后。现有的《劳动法》于1994年颁布，1995年实施，在过去

的十多年中，多种所有制经济迅猛发展，劳动关系日益趋于多元化和复杂化，《劳动法》的

一些条款过于原则和宽泛，有些只作了原则规定，没有相应的具体条款，对涉及保护劳动者

收入、社会保险等方面规定不够具体和完善，规范和调整多样性的劳动关系已显得力不从

心，也给劳动执法带来很多困难和压力。现行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程序过多、时间过长、劳

动者的诉讼成本过高、纠纷存续期间较长，也不利于保护职工的诉讼权益。 

     （二）劳动关系双方力量对比失衡。在劳动力市场总体上供过于求的市场经济条件

下，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没有与企业谈判、抗衡的力量和能力，很难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签

订公平的劳动合同。在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劳动者的弱势地位，企业责任落实不到

位、滥用用工自主权、制订违规的企业规章等问题也比较普遍地存在。在劳动关系调整方

面，原有的一些行政性质的手段和方式已失去存续的条件，法制化、市场化的调整方式还远

没有形成体系。 

     （三）劳动者基本权益受侵害现象比较普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在工资计

酬和支付问题上，计件定额偏高，劳动者不得不超时加班，却又拿不到加班工资；企业违反

最低工资规定、货币支付规定、按月支付规定等情况不同程度地存在。(2)侵害职工社会保

险权益，如拒绝为职工缴纳或者少缴纳社会保险费，不支付或少支付工伤医疗费和赔偿费，

收取各种形式的抵押金等等。少数企业实行限制人身自由的封闭式管理、强制劳动和暴力管

理等，侵害了职工的人身权益。(3)生产生活条件恶，重大特大伤亡事故频发,职工生命安全

受到侵害。 

     三、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的对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关系应当是，既能够体现现代市场经济精神，又能使

广大劳动者能够分享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果，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劳动关系。针对当前

我国劳动关系领域存在的问题，必须在转变观念、立法规范、促进沟通、强化监督等方面有

新的突破和提高。 

     （一）在初次分配领域更加注重公平。从实践中看，在分配领域，“效率优先,兼顾公

平”的原则，对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要看到，职工工资增长缓慢已成为影响

劳动关系和谐的主要原因之一。据统计，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全国工资总额与GDP的比例

是一条不断下降的曲线，而近年来财政收入占GDP比例已由逐步下降转为回稳并开始上升。

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税收是强制性的，资本与劳动相比是强势的一方，劳动所占比例持续下

降必将影响生产与消费的平衡、影响劳动力的再生产，进而影响经济协调发展和社会进步。

国民收入二次分配不能解决初次分配过程中不断扩大的分配失衡问题。因此,现阶段在收入

分配的宏观调控上，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公平,适当向劳动倾斜，逐步使劳动

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达到一个合理水平。  

     （二）加快健全和完善劳动法规体系。完善的劳动法规体系是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法

制保障。正在深刻变化着的社会结构和就业方式多样化的趋势，对规范劳动关系不断提出新

的要求。近几年，劳动保障立法进程明显加快，《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已经颁

布，将于2008年元月1日实施，但劳动保障立法总体滞后的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特别是一些

调整劳动关系、工资、处理劳动争议等相关法规规章还没有出台，还需要在总结实践的基础

上，进一步加快立法步伐，完善法规体系。 

     （三）强力推行劳动合同制度。劳动合同是依法确定劳动关系和调解劳动争议的基

础。《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后，要运用法律和必要的法律手段，督促和监督企业与职工签

订劳动合同，加大对企业因其主观原因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制订违反劳动法规劳动合

同等问题的处罚力度，切实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同时，积极引导和鼓励劳

动关系双方签订中长期劳动合同，提高稳定就业的比重。 

     （四）改进劳动争议处理制度。从实践中看，“一裁二审”劳动纠纷处理体制，不利

于保护劳动关系双方特别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促进劳动关系双方发展和维护和谐

的劳动关系。借鉴国外的经验，积极探索建立“裁审分离、各自终局”的双轨劳动争议处理

程序，可考虑将仲裁程序和诉讼程序分别独立开来，变“一裁二审”程序为“可裁可审”。

劳动关系当事人双方可以通过协议的方式，选择由仲裁或诉讼审判程序来处理劳动合同争



议。如果双方当事人选择仲裁途径解决争议的，实行“一裁终局”；对那些既没有订立劳动

合同又达不成仲裁协议的劳动争议案件，则由人民法院管辖，实行“两审终审”制。 

     （五）建立政府主导的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由于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处于相对弱

势地位，在侵犯劳动者权益的现象比较普遍的情况下，政府部门有必要在一定时期内向处于

弱势的一方倾斜，突出在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中的主导地位，把企业和职工之间发生的无

序的冲突变为有序地、合法的协商行为，使各种劳动关系的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同时，畅

通职工与政府、工会的诉求渠道，加强政府部门的劳动监察职能、工会组织的监督和维权职

能，努力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六）引导企业树立平等意识、人本意识和责任意识。著名的古典经济学家斯密在写

了一本赞美“看不见的手”的《国富论》后，又出版了一本《道德情操论》，强调了包括资

本所有者、劳动者等市场主体具有高尚的道德对于社会和谐运行的重要作用。近几年来，西

方国家大力推行的SA8000标准，也从多方面强调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在近年来的国际贸易

中，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状况也逐步成为外商贸易伙伴考察的内容。同时，和谐的劳动关系

也是企业的“软实力”，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引导企业全面履行其社会责任，既

符合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要求，也符合企业长远的发展利益。因此，要通过多种形式，大力

引导、激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实现劳动与资本和谐相处、双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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