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提高劳动者的市场博弈能力与发展和谐劳动关系 

文/李 杰 

   一、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综述 
   （一）国外主流理论的相关研究 
   在国外学者的研究中，提高和加强劳动者在劳动市场上的博弈能力，在其主流经济学研究
中，应该不是一个专门的、且具有特殊意义的研究主题，但西方经济学基于市场机制和市场交易的
自由主义传统，客观上为劳动市场上劳资双方的利益均衡提供了某些理论依据。西方学者对劳动契
约作为一种不完全契约、关系性契约、心理契约等特殊属性的论述及其对内部劳动力市场的研究，
颇具理论特色，并有力地推动和深化了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事实上，西方学者对集体谈判、工会
等此类制度安排在劳资双方市场博弈均衡中的意义和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与高度评价。Clegg
（1979）在其关于英国产业关系（也作劳动关系）的著作中认为，集体谈判非常重要，对产业关系
（劳动关系）的研究实质上就是对集体谈判的研究；拥有和运用权力是雇佣关系的生命线，这一点
在集体谈判中尤为显著，它实际上是雇主和雇员之间分享权力的实践。 
   另外，国外近年来迅速发展且影响日增的合作博弈理论又是一个颇具特色且成果丰硕的研究
领域，它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研究者对有关问题的思想认识基础。青木昌彦将现代企业组织看成是
股东和雇员所形成的一种联盟，通过谈判，分享由企业特质性（firm-specific）资源产生的组织
租，从而达到一种组织均衡，在这种组织均衡中“……没有任何一方期望在破坏合作的同时，又没
有造成损失的情况下获得（自身）效用的增进。……”（Aoki Masahiko，1984）合作博弈理论使
人们对基于非完全共同利益群体的博弈策略行为加深了理解，这对于深刻认识劳动关系各主体之间
的博弈关系及其后果尤为具有重要意义和启示作用。此外，国外学者在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及
其企业理论、微观计量经济学和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的理论研究及其最新发展，都为该领域的研究
提供了良好的理论背景，使包括理论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在内的理论、实证和政策研究都取得了显
著成果。 
   （二）国内相关理论研究 
   当前，我国各类不同性质的企业中，劳动关系失衡、劳动者权益不同程度的弱化均有所加
剧，所谓“强资本、弱劳动”，是一个基本事实。因此，当前国内相关研究中，如何提高和加强劳
动者在市场上的博弈能力和地位，始终是一个带有一定特殊意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李琼（2006）
认为，提高劳动者集体谈判能力，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研究当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和重大
问题。 
   对劳动者的市场弱势地位的成因，有学者认为体制变革导致了我国企业职工地位的实际下降
（朱承君，2004）；从宏观上讲，当今中国要素市场上，劳动力数量巨大，相对于有限的工作机
会，劳动力几乎处于无限供给状态，使他们在劳动市场交易中缺乏讨价还价的能力（肖巍、钱箭
星，2005）。 
   目前我国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劳动关系的形成明显地具有个别劳动关系的特征，多数劳动者都
是以个人身份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在这种现实条件下，交易双方的谈判地位过于悬殊，用人
单位事实上居于垄断地位，劳动者缺乏要价能力和谈判能力，有时明知于己不利，也只能是“要么
接受、要么走人”，从而为日后的劳动争议和纠纷埋下隐患，使劳动关系更趋复杂。常凯（2004）
认为，我国劳动者阶层目前还处在历史转变的过程中，尚未形成自觉的社会力量，劳动者还处在自
在的和自发的状态中，实现由个别劳动关系调整向集体劳动关系调整的转变，是我国劳动法律调整
方式和内容的发展趋势。 
   比较全面、系统地引进和介绍国外有关理论，并结合中国实际进行应用研究是当前国内相关
研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领域。关于市场经济国家劳动关系理论（杨体仁，2000；程延园，2005）、
劳动合同与集体合同（左祥琦，2002）、集体谈判制度（程延园，2004）、工会制度（张暎硕，
2004；许晓军，2006）、?职工民主参与（刘元文，2004）、劳动关系与企业治理（洪银兴，
2003；郭东杰，2006）等方面的专著、译著和论文成果丰富。 
   由于当前劳动者的市场地位是我国转轨时期劳动关系中一个突出的现实社会经济问题，国内
许多学者对此也进行了大量深入的实际调查研究，积累了相当一批有份量的经验性材料（冯同庆，
2002；常凯，2004；张彦宁、陈兰通，2005、2006），成为该领域研究中重要的实证基础。 
   近年来，在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背景下，发展我国和谐劳动关系的紧迫性
日益增强，国内学术界对完善劳动关系的各类制度安排的实证性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出现了很多



 

探讨各类具体制度在我国的适用性及其实现途径、以及相应外部环境条件的配套建设方面的研究成
果（郭悦，2005；王高社、赵志平，2005；黄仕典，2005；冯钢，2006；杨树海，2006；刘素华，
2006），说明当前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对各种制度、法规在中国现实条件下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研究日益成为研究的重点，也预示着理论和实践上的某种突破。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国内该领域的研究还与另外几个活跃的学术领域具有密切联系，如合
作博弈理论与应用（张朋柱等，2006）、劳动力产权与劳动力市场（姚先国，2006；李惠斌，
2006）、人力资本理论及其应用（张凤林、2006）、企业理论和企业治理（杨瑞龙、周业安，
2001、2006；陈赤平，2006）等，近年来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颇具影响的理论研究成果。 
   总的来看，当前国内该领域研究在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上都取得了较大的突破，
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和制度分析方法日益成为主流理论范式和基本分析工具。可以相信，今后在基
础研究与对策研究更好地融会贯通、理论上诠释深刻、实践上可操作性强的研究成果将会大量涌
现。 
   二、劳动关系的博弈分析 
   劳动与资本是社会生产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劳资关系是劳动的所有者与资本的所有
者通过劳动力市场建立起来的契约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经济利益关系。劳资主体双方是两个相
互独立的利益群体，有各自明确且对立的利益要求，并因此而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这种对立、冲
突是“天然”的，但并非绝对对立，它也有统一的一面，因为无论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还是双方各
自利益的实现，对方的存在都是前提。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经验表明，劳资冲突有破坏
性的一面，也有建设性的一面，积极利用其建设性可以实现劳资的双赢。 
   劳资双方矛盾冲突中建设性的一面，是指在反复的冲突和博弈中，找到双方利益的平衡点，
建立起劳资双方利益的协调机制，达到劳资双方关系的稳定与协调。 
   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和劳动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市场主体，有着不可避免的矛
盾，有时甚至是根本的矛盾。但理性的双方同时也知道，大家有着共同的利益：提高生产效率，创
造出更多的财富，这才是双方利益最大化得以实现的基础；而且只有劳资双方意识、承认对方的权
利和利益，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合作、协商、协调，才能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真正实现各自的利益
最大化。这要求资方承认及尊重劳方的合法权益，在企业管理过程中，本着以人为本的思想，将劳
动者的福利、成长与企业的发展联系起来，通过满足劳动者的合理需要，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智慧
和创造力，实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而劳动者也承认和尊重资方的权利和利益，以此为基础将
提高自己收入水平的希望寄托于企业的发展和壮大，积极主动承担劳动任务，服从管理，遵守纪
律，并通过工人代表或工会等集体组织，以集体谈判、协商等制度性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要
求，与企业进行正常沟通。在这种劳资关系下，劳资双方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积极的评判和认
可，劳方对与自己有直接影响的事务有相当发言权，劳资双方沟通渠道保持通畅，在正常组织制度
内化解矛盾和纠纷，即劳资双方不是通过绝对的对抗和较量来达到平衡，而是通过协商和合作来实
现共赢。 
   普通劳动者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低下的状况长期持续，不仅加剧劳资冲突和对抗，最终还
会导致低端劳动力供给过大而合格的技术工人短缺的结果；而低端劳动力则遭受资本和技术的双重
淘汰，会更加廉价并伴随着大量失业，加剧贫富分化，不利于社会稳定。由此看来，构建和谐的劳
资关系，尊重和承认劳动者的劳动、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提高劳动者市场博弈能力的相关制度建设 
   我国现实中所存在的劳动关系距离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意义上的劳动关系还相去甚远，
其突出表现是作为市场主体一方的劳动者缺乏市场博弈能力，这是当前我国劳动关系领域问题突
出、劳动者权益易遭损失的主要原因，近年来，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门”议题。因
此，深入、具体地研究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运行多年、行之有效的相关制度安排，并结合中国实际，
深入探讨其适用性与实现途径，对解决当前我国劳动关系领域一系列日益突出的问题，具有重大的
理论和实践意义。 
   当前劳动关系现状的形成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指出这一点在于强调，所谓提高劳
动者市场博弈能力并不是有意偏袒劳动者一方，毕竟，劳动市场的均衡最基本的还是在于供求机制
和价格机制。但是，鉴于我国现阶段劳动市场的基本现实，当前劳动关系的失衡、劳动者权益受
损，主要在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谈判地位过于悬殊（在劳动契约初始达成是如此，在劳动关系
形成之后亦复如此），这里面有市场的因素，也有非市场因素，从根本上说，这与多年来我们对现
代劳动关系主要作为集体劳动关系的性质与特点认识不足并且相关制度建设严重滞后有关。 
   提高劳动者的市场博弈能力是一个涉及全社会、其内容涵盖理论、政策、法规、制度等一系
列基础性工作的复杂系统工程，就经济方面而言，提高和加强劳动者的谈判能力、议价能力、签约
能力是其中最基本和最具实质性的方面。从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集体合同（集体协商）制度、集
体谈判制度、工会制度、员工参与等制度安排发挥着实际作用，并行之有效，形成了劳资双方利益
博弈均衡的制度架构。 

 



   从中国实际出发，当前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应主要加强我国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当中最薄
弱环节——劳动者一方的谈判地位和议价能力，使其基本上具有与有关各方公平对话、平等签约的
地位和能力，为此，需要联系中国实际切实加强集体合同、集体谈判和工会等几个具体方面的制度
建设；其中，有关工会性质的某些重新定位、工会职能的转变、工会维权机制的创新、劳工组织自
治和社会行动的方式及其外部环境条件的配套建设又是其中重点的方面（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
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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