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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劳动关系调整与政府作为的思考 

唐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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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谐社会需要各种社会关系的协调与稳定，劳动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劳动关系协调与否直

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从长远看，不只存在于原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与国有企业的关系

中，更多的存在于非公企业雇主与新生的产业大军的关系中。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非公企

业中曝露出不少劳动关系矛盾隐患，劳动关系不和谐，甚至恶化的现象也有发展蔓延趋势。因此，提

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和对策，已成当务之急。 

    我国劳动关系中的突出问题 

    应当说，在我国劳动关系总体稳定的同时，劳资双方的矛盾与纠纷也日益尖锐和复杂。 

    （一）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劳动关系存在矛盾。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

制后，明晰了企业产权，改变了劳动者身份，转换了企业机制，促进了企业发展。但是，改制后的企

业，由于产权关系、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造成劳动要素重新配置下的利益关系

大调整。 

    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与分配所导致的矛盾与纠纷成为劳动关系新形势下的新问题。透视国有企业

的改制，表现出的劳资矛盾，主要在以下方面：（1）改制分流方案不透明，不公正，改制企业急于

“甩包袱”。（2）“暗箱操作”的转制方案。所改制的企业在资产评估交易中出现大量“缩水”和企

业经营者“自卖自买”的现象。（3）改制企业劳动者经济补偿标准偏低。（4）拖欠劳动者工资、集

资款等债务没有得到清偿，社会保险关系未能有效接续。（5）劳动合同短期化问题突出。有的企业不

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即使签订也是一两年的短期合同，等等，侵犯劳动者合法利益的现象普遍存

在。 

    （二）非公企业劳动关系中的突出问题。在只占经济总量30％却贡献了70％GDP的非公企业顺利发

展的同时，劳动关系矛盾这一社会问题也日益凸显。 

    长远看，我国劳动关系中的突出问题，不在原国有企业下岗工人与国有企业的关系，而在于非公

企业雇主与新生的产业大军之间的关系。近几年来，全国劳动争议案件以每年30％-40％的速度增长，

非公企业占72．9％。其中，集体劳动争议案件总数中，非公企业占67．3％；劳动报酬争议案件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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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公企业占80．3％，这表明非公企业劳动关系矛盾较突出。 

    政府在协调劳动关系中的作用 

    面对劳动关系的矛盾与纠纷，调整和促进是必须的。在当今条件下，劳动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会随外部经济环境与公司内部治理的变化，特别是劳资双方力量对比及博弈状况而不断变化。但劳

动关系应当有一个社会认同的底线，这个底线有三个基本要素：对资方讲，必须保证资本的合理赢

利；对劳方讲，必须保障其生存即劳动力的再生产；综合讲，必须保证资源有效配置和企业正常运

行。按这个底线要求，要构建长期和谐共处的劳动关系，政府必须在协调和规范劳动关系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 

    首先，通过立法形式界定劳动者个人应该享有的权利。如我国《劳动法》明确规定劳动者享有8项

劳动权利。政府通过制定工资、工时、职业培训、保险福利、女职工和未成年人特殊保护和劳动者安

全卫生等方面的国家劳动标准直接规定用人单位的义务，以规范雇主的行为，保障劳动者的权利。化

解劳资矛盾，平衡劳资利益分配，一方面要注重建立并完善劳动关系立法，通过经济政策规范雇主对

待劳动者的行为，即合理限制资本的本能张力；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必须加大劳动监察力度，严格公

正执法。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原则。建立劳动监察机构，政府执法部门只要认真履行职责，严

明公正执法，我国劳动者权益状况肯定会改善，劳资矛盾与纠纷也必定会减少，劳动关系也会和谐。 

    其次，推动、促进和影响集体协商。集体协商是指雇主和劳动者代表借助协商，旨在达成覆盖某

一雇员群体的协议，以决定就业条件与待遇，它是劳动者运用集体和组织的力量抵制雇主过度专权的

劳动关系平衡机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调整劳动关系的一种重要手段。 

    政府虽然不是劳资集体协商的主体，但是可以第三方身份推动、促进和影响协商。（1）制定颁布

集体协商制度和有关规则，使协商依法有序进行。（2）限制和约束集体协商的内容。劳动条件和就业

条件是集体协商的基本内容。劳资双方要在政府所确立的劳动基准法的基础上，通过集体协商形成劳

动条件和就业条件，促进公正裁判，以保证《劳动法》赋予劳动者的真正权利。（3）向协商双方提供

有助于制定协商方案和达成协议的各种信息和数据，从而避免劳资双方盲目要价，以利于达成协议。

（4）推动工会更好地发挥作用，使工会能够代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开展真正协商。 

    一方面政府要支持和促进组建各级各类工会，并确保工会在组织上对资方的独立性，使工会能真

正代表和维护劳动者利益并且与劳动者共同形成市场经济中与资方抗衡的劳方力量。另一方面政府还

要引导、支持和帮助工会组织在维护劳动者利益上发挥作用。如政府定期发布工资指导线，建立指导

企业集体协商专业指导队伍等。 

    第三，处理劳动争议，化解劳动关系矛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劳动关系双方对权利和义务

产生不同的理解和要求，产生劳动争议是难以避免的，关键是如何处理劳动争议。政府通常是以调解

者、调停者、仲裁者角色处理劳动争议，化解劳动关系矛盾。劳动争议一般有集体劳动争议和个别劳

动争议。集体劳动争议是由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引发的争议，包括签订集体合同的争议和履行集体合

同的争议。 

    在市场经济国家，当集体协商过程中发生争议，劳资双方不能协商解决时，政府的调解机构或仲

裁机构或应邀协调处理，或在必要时主动介入，进行调解、调停、仲裁，甚至采取强制性措施，控制

和阻止极端争议行为。政府主动介入和强制仲裁对避免劳资争端给国民经济带来的损失可以发挥极大

作用，同时也保证了政府在调节劳动关系方面主动权。此外，因履行集体合同发生争议，当事人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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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不成的，可由政府部门调解，也可由政府主持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

还可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个别劳动争议，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个人之间发生的纠纷。这种个别劳动争议在我国是由政府

主持的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和国家司法机关裁决审判，其中司法机关对劳动争议拥有最终司法裁判权。

政府发挥这些作用的结果，使得劳动关系的运行不完全取决于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双方的意志，还必须

符合国家法律的要求。此外，为劳动者建立就业保障体系，包括职业培训、就业服务和失业保险等也

是政府必须予以担当的责任。 

    综上所述，劳动关系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关键。在市场经济中，具有不同利益相关目标的个体相互

竞争，从而产生利益摩擦和冲突。能否妥善处理利益矛盾，决定着社会稳定与和谐。企业作为社会经

济体系的细胞，对于和谐社会构建至关重要。现代企业是多种利益矛盾、冲突的焦点，最引人注目的

是劳动关系矛盾。没有劳动关系和谐就不会有企业和谐，没有企业和谐也就不会有社会和谐。正确处

理劳动关系矛盾，构建和谐企业既是保持社会稳定，创建和谐社会重要内容，又是提高企业效率、激

发职工积极性和创造性，保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条件。 

 

  来源:《工人日报》      (责任编辑：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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