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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4_BA_91_c26_645772.htm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

应考者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

、文字表达能力的测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资料30分钟

，作答12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

申论要求”依次作答。 二、资料 1．2008年初，先后有两条

消息又刺激了我们多少有些麻木的神经。一条消息是深圳某

个住宅区的高层楼房的夹层中居住了300多名外来工，他们的

出行都要靠爬进爬出。直到消防部门发现了这个情况，才强

行让他们离开了这里。另一条消息是山西不法老板丧尽天良

地用强制手段让工人包括童工做苦役。 我们低端就业市场的

劳工苦难状况被严重低估了，相应地，保护劳工权益的工作

在许多地方严重地陷于敷衍塞责、放任自流的状态。比如劳

工在城市的居住状况，其实不只深圳一地如此，其他很多地

方的人们也早已熟视无睹。 在劳动者权益保护方面，不能说

政府没有做工作，但工作的重心似乎放在了劳动过程以外，

特别是放到了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方面，对劳动过程的监管、

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的约束则无法可依和有法不依交互存在

。 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走向繁荣，出口水平连

创记录，劳动力的充足供应和低工资水平功不可没。但这种

低工资产生低劳动成本的经济扩张方式如不创造条件转换为

新的发展模式，就会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隐患。在经济扩张

初期，可以借助所谓“人口红利”的优势，开拓国际市场，

使国内工业规模扩大。一旦有了工业规模，应该使工资水平



逐步上升，促进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提高产品的质量，一

方面占领国际高端市场，另一方面扩大国内需求，使国内市

场与国家工业规模相适应。 显然，上述认识尚未能影响国家

发展战略。这可能与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错误理解有关。人

们会简单地以为，工资水平是由劳动市场决定的，只要劳动

市场存在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状况，工资水平就无法提高，国

家不能干预；若干预了，劳动资源就不能有效配置。早两年

曾有一位儒商说，他是看到了在一些高度竞争的产业部门中

工人劳动时间很长，例如每天工作12小时左右，但这是工人

愿意这样的，他们想多挣钱，而你要限制他们的工作时间，

这不是要打碎掉他们的饭碗么?其实这个说法很没有道理。懂

得劳动理论的人都知道，只有工作单价很低的时候，工人才

愿意加班工作；工资一旦上升到一定水平，工人就会追求闲

暇。可还要懂得，工资低的原因正是他们在加班工作。想一

想，若全国每一个工人每周工作80小时以上，会挤占多少个

工作岗位啊!退一步说，仅仅每一个工人平均工作60个小时，

也足以使我们的劳动市场显著失衡。粗略计算，全国每个职

工每天多工作一小时，就意味着4000万左右劳动力的饭碗被

打碎了!把这样一种机制废除，换一种新的机制，难道不需要

政府介入么? 前面提到的儒商还说，如果政府干预工人的劳动

时间和工作水平，像“珠三角”一带的许多企业就要关门了

，因为他们没有垄断资源，老板们经营企业如履薄冰，只挣

了一个辛苦钱，抑或可以说老板们比工人更辛苦。 忽视城市

劳资关系问题的原因，还与知识界的其他一些似是而非的看

法有关，这种看法显然对决策者影响不小。前两年，一家著

名调查公司抛出过城市农民工自我福利感受非常好的调查结



论。这几年，在关注城乡收入差距时，又把农民进城务工作

为消除差距的主要办法。这给人的印象是农民进城就好像圆

了幸福之梦。其实，不用深入调查就会知道，农民工的日工

资报酬不一定比农业生产的日工资报酬高。农民收入低下的

直接原因是．他们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而城市农民工的

劳动时间过长，是留在农村的农民不能更多地进城因而不能

克服农村失业现象的直接原因。一言以蔽之，城市劳资关系

方面的缺陷是农村落后问题的基本制约因素之一。 现实中，

劳动者由于处于弱势地位，如果用人单位不与其签订劳动合

同，经常要求劳动者加班加点，经常拖欠克扣劳动者工资。

劳动者对此要么逆来顺受、要么采取离开、跳槽、投诉等办

法进行对抗。这旗会降低生产效率，加大冲突成本。劳动者

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导致劳资矛盾激化，大批员工跳槽，

加大了企业的招工成本和新职工的试用成本，造成企业缺人

才却又难以留住人才。如果劳动保护落实不到位、工作环境

恶劣、没有安全措施等，就会埋下发生事故的隐患，增大企

业的赔偿成本，进而影响企业的稳定和发展。企业不给职工

缴纳必要的社会保险，使职工总是处在不安定的感觉之中，

使职工缺乏长久规划的信心。企业要有长远的发展目标，而

上述的结果往往导致企业发展缓慢，难以形成有凝聚力的团

体，对企业今后的发展极为不利。 4．中国将近30年的改革开

放，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在这个过程中，劳资关系也不

平衡。为什么这种不平衡的劳资关系能够存在呢?这是因为存

在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我们正好处于人口红利期。这意

味着劳动力很多，负担较轻，他们互相竞争工作岗位，劳动

就变得“廉价”了。但是劳动者也是人，没有人会把艰苦的



工作条件看作是生活乐趣。这就涉及第二个条件，有整整一

代人愿意忍受恶劣的工作条件和很低的工资标准。 为什么愿

意忍受?这涉及行为的心理动机。这种动机有三个方面，可以

叫做“人生动力的三个支柱”。第一个支柱是，我现在不好

，但是如果社会整体好了，我就会好。第二个支柱是，尽管

我现在不好，但是相信将来会好。第三个支柱是，我在这里

不好，但是如果有条件移动的话，到另外一个地方，应该能

够找到更好的发展机会。这三个支柱在，人们就愿意忍受不

理想的条件，并且愿意勤奋工作。 如果存在财富分配不公；

如果有持续贫穷状况，而且出现代际转移；如果出现明显的

社会排斥，那么支撑一个人努力奋斗的三个支柱就都没有了

。于是有人就要产生疑问：为什么要工作呢?为什么愿意承受

现在的这个苦难呢?把这几个指标用于衡量农民工这个群体的

时候，可以这么想一想，他们是否在这三个指标上都遇到了

重大的障碍。 首先，社会整体和相当一部分人的收入的确有

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并不是所有人的收入都会提高。对于那

些收入没有提高的人来说，不能分享社会财富的人来说，他

不会相信国家好了我就会好，社会好了我就会好，企业好了

我就会好。其次，现在出来打工的年轻人，已经是农民工的

第二代。把他们两代人的家庭故事连在一起来读，基本上就

是一个贫穷的代际转移现象。如果第一代相信未来会更好，

第二代就很难相信了。再次，我们知道户籍制度、福利保障

制度的欠缺，对外来工群体是极大的障碍。 简单来说，三个

支柱都垮塌了。我们要问，为什么一个社会整体的发展，国

家的强盛，却并不能够给个人包括给工人带来一个分享更多

成果的机会呢?从根本上说，这与全球化带来的劳资关系新格



局有很大的关系。 全球化的基本特征，就是资本在全球流动

。借助于电子技术，上百亿美金可以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在各

个国家的银行里进出，技术条件完全可以达到。这种流动是

为了在全球寻找重新配置资源，寻找真正廉价的劳动力。因

此可以这样说，中国大量农民工向沿海地区的流动，就是资

本的力量把他们吸引过来的。 资本具有在全球平衡和流动的

能力，使全世界资本家更容易联合起来，共同谋划全球最佳

盈利模式。这当然带来了技术进步，但是同时也带来了无论

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工人状况整体性的压低，使工

人之间竞争谁的工资更低，在全球范围来看，工人被迫进入

一种竞争格局，不是竞争向优，而是竞争向次；不是竞争向

上，而是竞争向下；互相竞争看谁能接受更差的工作条件和

更低的工资标准。 除此之外，资本的全球流动带来了全球产

业的重新分配，全球贸易，汇率波动、新的市场规则等，仅

靠工薪收入，完全无法和财产性的收入、资本性的收入相比

，差距会迅速拉大，这是贫富两极分化的基本原因，全世界

几乎都是这样。 对中国来说，廉价劳动力成了国家的核心竞

争力。在某个阶段上，“廉价”对于原来很贫穷的农民还是

可以接受的，但是时间长了以后，情况就会发生变化。无论

如何，我们不能天然地以为农民素质低，就值这么多钱。而

且还要看到，整个结构性的力量，长期使他们处于这样的一

个地位，不再能够有其他希望的时候，那么，劳资关系就会

出现严重的危机。 工人问题现在已成了全球化带来的全球问

题之一。所有的国家都会有工人的问题，但是在发达国家，

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的传统，能够帮助工人表达其诉求。相

比之下，中国的情况却完全不同，政府管理部门和工人之间



的距离和隔阂实在是太大了。在过去的20多年的时间里，劳

动行政部门、工会部门，以及其他相关的部门，基本上把工

人的问题特别是流动农民工的问题，丢给了企业，也就是丢

给他们自己。这确实可以比较出中国和西方在劳资关系上的

差距之大，我们不仅在企业的竞争力，并且在整个经济比如

说高技术，跟发达国家都存在差距，同时在面对劳动者的需

求时，在政府应该做出反应的地方，政府的能力和意识都跟

发达国家有非常大的差距。 "#F2F7FB">转贴于：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