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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标准问题研究》

前言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国际劳资关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本
属于一国主权范围內的劳资关系问题开始溢出国界，出现了劳资关系问题全球化趋势，国际劳工标准
问题正是这一趋势的集中体现。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劳工标准问题对中国的影响最大。这是因为
：第一，劳工标准针对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低技术含量的一般制造业。中国是目前全世
界最大的制造业中心，制造业在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据半壁江山，地位十分重要。第二，民间劳工
标准的发起国主要是美国和欧盟，它们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贸易顺差地和制造业产品出口市场。
因此，研究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劳工标准问题对我国的影响及应采取的对策，在宏观上，对于我国更
好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参与国际竞争、完善政治法律制度、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
意义和实践价值；在微观上，对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促进企业认真履行社会责任，为政府分忧
，为民众解难，从而不断提高企业良好形象，以及对于我国企业顺利进入各类劳工标准背后所代表的
国际市场，不断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合理有效地推进和实施劳工标准等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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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劳工标准问题研究》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从劳工标准问题的历史演进与最新进展
入手，对西方发达国家实施劳工标准的理论进行了梳理与归纳，揭示了劳工标准问题的本质；从历史
演进和国别分析两个方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实施劳工标准的实践进行考察.并结合中国实施劳工标准的现
状与存在的主要问题.论述了劳工标准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全面、系统、深
入地分析了劳工标准对我国企业、宏观经济发展和政治、法律的影响；重点研究和论述了中国企业和
政府应对劳工标准问题的策略，并对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劳工标准问题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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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第一章 经济全球化与劳工标准问题国际化　一、背景分析：经济全球化对国际劳资关系格局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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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作用　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本概念及相互关系　二、劳工标准在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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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三、旁观者标准对中国企业的影响第六章 核心劳工标准对中国不同类型企业的影响　一、核心劳
工标准的研究意义　二、国内企业的产业类型划分　三、核心劳工标准对非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影响　
四、核心劳工标准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影响第七章 核心劳工标准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一、核心劳
工标准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影响　二、核心劳工标准对我国三大产业发展的影响第八
章 劳工标准对中国政治法律的影响　一、劳工标准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二、劳工标准对中国法律的影
响第九章 劳工标准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一、国内外对劳工标准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现
状　二、研究劳工标准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必要性　三、劳工标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四、模型构建与
验证　五、结论与管理意义第十章 中国企业应对劳工标准问题的对策　一、企业与外界进行沟通和协
作层面的对策　二、企业经营战略层面的对策　三、企业经营策略层面的对策第十一章 中国政府应对
劳工标准问题的对策　一、中国政府应对劳工标准问题的必要性　二、中国政府应对劳工标准问题的
对策第十二章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劳工标准问题的发展趋势与今后的研究方向　一、劳工标准问题的发
展趋势　二、劳工标准问题今后的研究方向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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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工会势力衰落工会是平衡劳资实力、使劳资关系的处理成为一种组织化行为的前提.而现在，
工会遭到资方和政府的攻击。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中期经济危机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势头受阻，
在整个经济环境趋于恶化的背景下，所谓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西方国家的雇主
与保守党政府联手，把经济困难的原因归罪于工会，指责是工会不断要求提高工资和福利，导致劳动
力成本攀升，影响了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于是，对工会的排挤打击接踵而至：削减工会权利；弹压罢
工运动；削减社会福利，以降低本国产品的劳动成本；修改劳动立法，典型的是对劳资谈判的立法进
行了修改，将比较集中的中央级、产业行业级谈判改为雇主更易控制的企业级协议；随着劳资谈判制
度的分散化，工会的传统斗争手段遭到打击，工会的集体力量也遭到了分化。过去若干年来，在劳资
关系领域，由立法和谈判所确立的许多强制性规范，逐渐被所谓“自愿协议”所取代。劳工的职业越
来越没有保障，取而代之的是时髦的“灵活性”。另一方面，全球性的失业问题以及资本的流动性增
加了资方讨价还价的筹码，资方动辄就以把企业迁往劳动力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相威胁，迫使谈判中
的工会放弃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劳动标准的要求。为留住企业以保住职工的工作岗位，工会在谈判中
不得不做出种种让步，包括工资、工时、保险福利等诸多方面。比如，工会承诺进行工资自我限制，
工资增长率等于甚至低于通货膨胀率，相应地要求雇主不解雇或少解雇工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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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劳工标准问题研究》：中国现实经济重大课题成果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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