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 《劳务市场的社会学研究》

“
劳务市场的社会学研究

”
是国家哲学

社会科学
“ 七五

”
期间重点研究课题之一

。

由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 0年 2 1月出版的 《劳务

市场的社会学研究》( 定价 4
.

00元)
,

是该

课题组经过三年调查研究的集体成果
。

该书 , 较全面系统地对全国范围劳务市

场进行实地考察
,

从社会学的角度
,

采用宏观

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劳务市场
,

涉及的

范围较广
,

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和理论深度
。

该书从理论上对社会主义劳务市场的性

质特征进行了较科学的概括
,

提出社会主义

的生产关系
,

决定了流动于劳务市场中的劳

动力本质上不是商品
,

并从社会 主 义 初 级

阶段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劳动力属经济范畴
、

劳动者屏社会范畴钓基本观点出发
,

指出在

私曹和外商独资经营企业中
,

雇佣关系使劳

动办变成了商晶
一

,

合资企业的半私有化也导

致劳动力具有半商品性质
,

而绝大多数的国

营
、

集体企业的劳动力尽管也参与了市场运

行
,

但本质上不是商品
,
仅仅在形式上具有

某些商品属性
。

并指出社会主义劳务市场是

有计划的劳务市场
,

能通过社会主义市场工

资的调节
,

实现价值规律与按劳 分 配 相 统

一
。

这些论点
,
为深入地发展我国劳务市场

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基本思路
.

该书从社会学的角度
,

针对人的主体性

特征
,

辩证地分析了劳务市场在交换
、

供需
、

流动等方面和其他市场不同的特点
,

建立和

发展劳务市场所必须的条件
。

提出劳动力管

理必须实行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

建

立双向选择的劳动关系 , 工资分配主体应由

国家转向企业
,

依靠工资杠杆调节劳动力流

向
,

并制定一整套能反映客观劳动条件和主

体劳动力价值差异的工资标准
,

作为市场协

调劳务价格的基本依据 , 完善和改革社会保

障体系
,

包括逐步提高失业救济金的提取比

例
,

确立失业
、

医疗等社会基金的建议
,

使

劳动者既能实现平等竞争
,

又能保证基本利

益
。

这些研究建议都是合理可行的
。

在阐明

发展劳务市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同时
,

该

书还分析了可能产生的各种社会间题
。

特别

是对失业的显化
,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及劳动

者和企业择业用工的行为等何题
,

作了客观

辩证的分析
,

这对于发展劳务市场的实践中

做到慎重决策
、

稳妥发展具有重要的指 导意

义
。

该书对劳务市场的研究
,

还突破了局限

于某一地区
、

某一行业劳动力供需情况的分

析
,

努别针对我国西部
、

内地
、

沿海
、

特区

等四个经济发展水平不 同
、

人 口分布结构不

同的地区的劳务市场进行个别研究和 比较分

析
,

总结了经济发展水平和体制改革的深度

与劳务市场的发展柑互促进
、

相互制约的辨

证关系
,

人口数量和结构制约着劳务市场的

功能和效益
,
决定着市场可能发展的规模和

速度
,

指出我国的人 口矛盾和 目前严峻的就

业形势
,
决定市场发展将是一个稳步渐进的

过程
。

从宏观的角度概括了我国现阶段及今

后
一`个时斯内

,

劳务市场发展的态势
,

将是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发展
,

继续呈现为自西

向东
,

分四级发育水平逐步 成 熟
,

日益 广

泛
。

这些分析
,

基本上符合我国的实际
,

对

全面估价我国劳务市场的发展形势
,

有重要

参考价值
。

桥劳务市场的社会学研究》 不足之处
,

是对于劳务市场货展后
,

滞留于交换领域的

劳动力 (待业人员
、

就业转待业的人员等)

的归宿
,

未能提出可行的根本性解决办法
。

这一问题
,

有待于结合我国特殊的人 口问题

进行深入的研究
。

(李 懊 )

拐肠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