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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着中国直接与国际市场经济接轨，并遵守其规则和惯例，

这将对中国的劳动关系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人世”后

，中国劳动关系的基本走向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劳动关系

逐步趋于国际化 主要表现为劳动关系主体的国际性以及适用

规则的国际化。目前在全球500家大公司中，已有一半以上在

中国设立了企业或机构。这种涉外劳动关系的发展以及经济

全球化的进程，要求中国劳动关系的运作符合国际通行的“

游戏规则”和公认的国际劳工标准及惯例。劳动关系更加市

场化 首先，国有企业劳动关系面临市场化的重大转折。国有

企业劳动关系市场化的进程分为“双轨并轨单轨”三个阶段

：即至2000年底，实行下岗与失业双轨并行；自2001年起

到2003年底，实行并轨运行，取消下岗人员进入再就业中心

，采用符合市场规律的失业方式承接新增的经济性裁员，直

至全部人员出中心；从2004年开始，实行单轨运行，所有下

岗人员全部纳入失业保险，把“企业人”变为“社会人”，

通过统一规范的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确立劳动力市场

供求主体的独立地位。同时，国有企业劳动关系将由过去以

政治利益为基础、行政控制为手段的利益一体化的劳动关系

，转变为以经济利益为基础、市场调节为手段的利益协调型

劳动关系。其次，市场化将加剧劳动关系的剧烈变动和冲突

。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全面推进市场化，按照市场规则进

行国际贸易。进出口贸易结构的调整必然带来国内产业结构



的相应调整，生产资料和劳动者资源的重新配置势在必行，

企业破产、兼并、合并、联合、转让将经常发生，从而带来

劳动关系的剧烈变动和冲突。再次，劳动力市场个体化、弹

性化的趋势，使劳动关系突破了传统的单一、稳定、静止的

状态，表现出灵活、弹性、多样的特点，兼职、非全日制、

阶段性就业关系将呈增长趋势。劳动关系单极化 劳动力供过

于求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入世”后，大幅度削减关税、大

范围开放市场、农村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镇、社会劳动力从

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将是一个不争的

事实，分割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在趋同过程中将加剧城镇就业

压力。从 1997年至2000年，城镇公开登记失业率连续四年为3

．1％，失业人员总量从1993年的420万增长为575万，增长

了37％。“十五计划纲要”指出，要将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

在5％左右。在产业结构转换过程中，将会进一步强化劳动力

供给方的弱势地位：投资经营者享有完全决策和高度自主权

，员工则处于从属、被支配的弱者地位，对企业的知情权和

参与权极为有限；在收入分配方面，充分体现按资分配，普

遍存在着投资者对利润的独占和职工相对收入水平偏低的矛

盾；劳动合同短期化现象越来越明显。劳动关系冲突易激化 

劳动关系力量对比的不平衡，使企业内部难以形成适应市场

化需求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和方式，从而使劳动关系日益朝

着不利于劳动力供给方的方向发展，导致冲突容易激化。主

要表现为：一是非国有企业组建工会难。经营者一方面通过

向核心层员工提供高工资、高福利的方式，淡化其加入工会

的愿望，另一方面通过招用大量临时工、短期工的方式，使

员工流动频繁而不易被组织到工会中采。二是现有的工会活



动模式难于适应员工利益多元化的需要。在企业内部，不同

员工有着不同的具体利益和要求，工会作用的发挥，取决于

它能否适应这种新的局面。三是企业工会在相当程度上仍然

依附于管理层，难于发挥制衡作用，在集体协商中地位偏低

，致使协商机制在相当多的企业流于形式，难以形成劳动关

系的自律机制。劳资对立社会化 劳动关系在多样化、复杂化

的基础上继续发生深刻变化，现有的一裁两审体制难以及时

有效地解决劳动争议，劳动关系冲突、对立呈社会化的趋势

。一方面，劳动争议的数量大幅度上升。据统计，2001年1

月-9月，北京、上海等四个直辖市争议数量与去年同期相比

，增幅均在50％以上。“人世”后，国有企业的隐性失业，

将进一步显形化、公开化，下岗人员的总量会进一步增加，

同时在国企转换经营机制过程中，部分在岗人员的劳动权益

也会受到影响，集体上访与突发事件会增多；在外资企业和

私营企业中，资方在报酬待遇、生产条件、劳动时间和管理

等方面侵害职工权益的现象也会有增无减。另一方面，现行

的仲裁体制与国际惯例不接轨的问题进一步凸现。仲裁人员

少、案件多的现状，已很难保证办案的质量和仲裁的公正性

，大量的劳动争议在仲裁这个“瓶颈”上，出现“大塞车”

。同时，随着劳动争议日趋复杂，调解余地越来越小，处理

的难度也将不断加大。本文出处：《法律服务时报》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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