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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年来新工人抗争浪潮的兴起，以及行动方式、诉求的变化，预示着中国劳资关系面临着不可避免的
转型趋势。本书基于扎实的田野调查，力图从工人的生活经历与社区生活实践讨论世界工厂的劳资关
系，分析社会关系与生产政体如何影响工人的生活与抗争行动，提出了关于当代中国劳工的一些新观
点，如“实用主义团结”等，对于分析农民工的日常生活、阶级意识和群体抗争，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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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劳工车间政治的社会结构因素分析并不等于“生活的政治”。。。。。
2、确实只能三星。用“再生产”来框住生产过程以外的东西，试图解释抗争的显隐，这个思路是对
的。但是对再生产的定义和分析比较弱，甚至无法区分再生产和消费。劳动力再生产是一
个undertheorized的领域，CK Lee的第一本书的结论部分开了一个头，但一直没有更好的研究。这跟劳
工社会学吸收女权理论不够有关。一个关于再生产书，没有任何性别维度，当然只能迂回在消费问题
上了。
3、看不出和郭于华、潘毅老师的劳工研究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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