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社会科学院 “ 劳动力市场社会学

研究 ” 课题组召开理论研讨会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

农村劳动力迅速转移和城市劳动力普遍流动
,

历史地提出 了发展

劳动力市场的客观要求
。

伴随这一主体市场的形成发展
,

人口 流动
、

社会心理
、

人际关系
、

劳动竞争等方面
,

都将出现一系列社会学间题急待研究
。

因此在哲学社会科学
“ 七

·

五 ”
规

划中
,

重庆社会科学院提出的
“ 劳动力市场社会学研究

”
课题被列为国家课题

。

该院社会学

研究所与重庆劳动局联合成立了
“ 劳动力市场社会学研究

”
课题组

,

从 1 9 8 7年 5 月以来
,

围

绕全国劳务市场的发展进行研究
,

并于 1 9 8 8 年 5 月 10 日召开了
“
劳务市场理论与实践研讨

会
” ,

、

与会者共 47 人
,

收到论文及调查报告40 余篇
。

会议内容如下
:

一
、

课题组综合介绍全国劳务市场发展情况及其基本估价
。

课题组同志介绍了他们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到今年年初对北京
、

西安
、

南京
、

贵阳
、

深圳
、

珠海等十多个大中城市价调查情况
。

他们指出
,

目前全国劳务市场尚处在超前阶段
,

但劳务

市场对于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所发挥的作用 已受到各单位
、

部门和劳动者的一致肯定
,

劳务市场方兴未艾
,

日益兴旺的趋势正在形成
。

从各地劳务市场形成发展及其特征来看
,

商品经济充分发展是市场形成发展 的 基础 条

件
,

由于全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
,

因而劳务市场的发展也不平衡
,

诸多差别可 以 概 括 为

“
内地市场

”
与

“
沿海市场

”
(广东沿海 ) 两种类型

。

它们的区别
:

①从市场形成渠道来看
,

内地市场一般是依靠行政力量支持
,

起始于有组织
、

有领导的市场
。

而沿海市场的形成
,

更

多的是因为商品经济发展
,

劳动力供需矛盾突破现行的劳动 计划管理体制
,

自发形成多层次
、

多形式的劳务交流
,

随即便从自发到自觉形成劳务市场 网
。

②从流动劳动力的价值 取 向 来

看
,

内地市场的劳动力着重社会因素
,

如解决上班路远
、

夫妻分居
、

子女上学
、

专业对口等

问题
,

而沿海市场的流动劳动力以工资等经济利益为主
。

由于价值规律作用在沿海市场中影

响更大
,

所以这里的劳动力流向出现从全民流向集体
、

乡镇企业和个体经济的趋势
,

而内地劳

动者的流动意识则迥然不同
,

全民职工一般都不愿流向其它所有制形成的单位
。

③从市场发

展的条件来看
,

沿海地区在
“

外向型
”
经济的影响下

,

较快地开展了劳动人事
、

工资
、

保险

等方面的配套改革
,

这就为劳务市场内部工资杠杆起动和市场外部保险系统完善创造了更充

分的条件
。

而内地因为建立劳务市场的配套改革相对较缓
,

所以市场发展的内部条件也不如

沿海成熟
。

此外
,

劳动者的竞争意识
,

劳动部门管理干部的市场观念
,

以及劳动力流动中运用市场

机制
、

发挥价值规律作用等方面
,

内地与沿海也都各有特征和差异
,

它们共同构成现阶段我

国劳务市场的概貌
,

并为我们培育劳务市场提供了基本思路
,

即培育劳务市场应 以提高企业

经济效益为目标
,

以扩大企业用工
、

劳动者择业自主权为起点
,

从劳动关系引入竞争机制
、

劳动

管理实现市场调节的角度
,

通过劳动人事
、

工资
、

保险等制度的全面配套改革
,

为市场的形成

发展创造条件
,

最终在商品经济的发展
、

劳动人事部门职能转轨的过程中成熟和完善市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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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到会代表就劳务市场涉及的若干理论同题进行深入探讨
,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① 发展劳务市场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

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
,

建立劳务市场是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

其根据有三
:

第一
,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是多层次的
。

它既包括劳动者与生产

资料在全社会的直接结合
,

又包括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在一个个生产单位的具体结合
。

具体结

合是双向选择的动态结构
,

它客观地需要一种均衡利益的调节机制— 市场
,

引导劳动组织

与劳动者之间实现有机结合
。

第二
、

商品经济的根本特征是市场经济
,

因此必须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生产要素市场体

系
,

才能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
。

劳动力作为最话跃的生产要素
,

只有纳入市场体系与

其它要素同步运行
,

才可能与生产资料
、

科学技术等有机结合
,

共同形成巨大的生产力
,

所

以劳务市场的发展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

第三
、

商品经济发展必将引起产业结构变化
,

三十多年来我国产业结构
,

就业结构的不

合理状况
,

严峻地提出了劳动力普遍流动
,

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的要求
,

以往计划调配的行政

手段远不能满足劳动力供需选择的动态变化
,

只有通过市场调节
,

才能达到真正的供需满足
。

② 劳动力是不是商品
。

这一问题的主要观点有二种
:

第一
,

社会主义条件下
,

劳动力仍然是商品
。

原因是社会主义时期实行的是劳动力个人

所有制和生产资料公有制
,

而这一公有制的本义是
,

从总体上看
,

人人都有生产资料 , 从具体

来看
,

又人人都没有生产资料
。

这样
,

劳动者只有翅过自己的劳动
,

才能从潜在的生产资抖

所有者变成现实的所有者
。

因而劳动者除了拥有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仍然是一无所有
,

而公有

生产资料所有者 (劳动组织 ) 与劳动力所有者 (劳动者 ) 之间依旧通行商品交换关系
,

劳动

力也就只能是商品了
。

第二
,

劳动力在本质上不是商品
,

但具有商品属性
。

因为劳动力是杏变成商品
,

应该看

其通过市场交流之后
,

所有权与使用权是否完全转移
,

用工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是否形成雇佣

关系
。

以此为认识起点
,

那么社会主义条件下
,

劳动者尽管通过劳务市场交流达到与生产资

料结合
,

但他们在企业里始终是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劳动力所有权的主人而非雇员
,

所以

劳动力在本质上不是商品
。

但劳动力经过市场交流
,

必然存在价值交换
,

其运行过程直接受

价值规律作用
,

所以他不可避免地带有商品属性
。

⑧ 充分就业与市场竞争就业的关系
。

通过反复讨论
,

大家共同认为对
“
充分就业

”
应有

更科学的理解
,

要看到充分就业包括就业质量和就业数量两方面的辩证统一
。

以往片面追求

就业数量
,

往现有劳动单位安置大量富裕人员
,

是把显性待业转化为潜在失业
。

只有能促进

劳动生产率提高
,

能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作用的广泛就业才是具有科学意义的充分就业
。

社

会主义条件下
,

保留适当的
、

不影响社会安定的待业率
,

与充分就业并不矛盾
。

劳务市场的

竞争就业将会从满足供需双向选择
、

刺激劳动者素质提高
、

促使社会和个人广开就业门路等

方面
,

为劳动者提供更广阔的就业天地
,

从根本上保证高质量的充分就业
。

④ 劳动量有计划
、

按比例分配与市场调节的关系
。

讨论中大家共同认为
,

我国现阶段实

行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

必将对各类生产要素包括生产力要素
,

实行计划管理与市场

调节相结合的管理形式
。

国家作为社会主体
,

对于凡牵动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比例应加以控

制 (如掌握社会劳动力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
、

科学确定工资总额
,

以保证积累与消费的平

衡等 )
,

以保证社会整体的长远利益
。

但控制手段应通过市场调节实现
。

整个劳动力管理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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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机制应是
:

市场调节发挥直接作用
,

宏观控制通过市场调节实现
,

自觉调控寓于自发调节
之中

。

三
、

讨论了劳务市场 目前存在的间题和下一步的研究计划
。

存在的问题有
:

① 人才流动
“
逆向

”
发展

。

按 目前人才流动政策规定
,

一般原则是从城市到农村
,

从全

民到集体
,

从大城市到小城镇
,

从人才多的地方到人才少的地方
。

但现实中由于城乡之间
、

全民企业与集体企业之间
,

各种条件差别的客观存在
,

使得进入市场的人才
,

其流动选择普

遍与原则规定
“
逆向

” 。

因此如何制定和落实人才
“
顺向

”
流动优惠政策

,

是目前劳动人事

制度改革的迫切间题
。

② 农村劳动力过量进城的问题
。

当前
,

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
,

既给城市带来活力

也带来压力
。

如冲击城市的劳动就业
,

影响城市治安管理
,

造成城市副食品供应紧张等
。

所

以如何科学制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渠道
、

方式和阶段进程
,

避免转移过程中的盲目性等间

题是摆在社会管理特别是劳动管理面前的新课题
。

⑧ 劳动人事
、

工资
、

保险制度配套改革问题
。

劳务市场发展与劳动力合理流动
,

有赖

于市场调节机制的完善
。

但目前由于劳动管理中旧体制的束缚
,

使劳务市场缺乏工资杠杆的

调节
,

劳动力供需双方的自主选择和劳动者风险竞争的待业保险等
,

因而制约着市场对劳动

力优化组合功能的发挥
。

所以各项劳动制度的配套改革和全面深化
,

是劳务市场形成发展的

根本条件
。

最后
,

大家根据目前劳务市场发展的现状
,

对课题组下一阶段的任务提出了建议和设想
。

决定市场概貌调查和总体分析暂告一阶段
,
下一步将进行专题性调查研究

,

准备从资料集和

改革决策两方面入手
,

初步确定了几个大的研究方面
:

① 劳动力供需结构和供需矛盾的调查分析 ,

② 劳动力流动的历史
、

现状和未来 ;

③ 劳动
、

人事
、

工资
、

保险
、

培训体制改革 ,

④ 经济
、

政治体制配套改革与发展劳务市场
。

会议期间
,

代表们始终保持浓厚的讨论兴趣
,

大家思想解放
、

大胆探索
,

发表了许多有

价值的意见
,

使这次讨论会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
。

(俞 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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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

这次会议的一个特点是推荐了三个实证研究的范例
,

并组织了专题评议
。

代表们对这三

个范例进行了热烈的评议
,

同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

代表们认为
,

大力提倡实证调查
,

这是

促进法律社会学科学化的正路
,

科学研究是没有捷径的
。

这些研究成果表明
,

我国的法律社

会学已经从一般的理论和方法的研讨逐渐深入到一些专门领域和开展专题研究的阶段
。

(杜万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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