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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详尽的史料和清晰的逻辑，展现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劳动就业、人事管理、收入分配、社会
保障和劳动关系领域的深刻变革，充分肯定了这一领域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它对我国30年经济高
速发展的支撑作用，同时也客观分析了这一领域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进一步改革的建议。
　　《回顾与展望中国劳动人事社会保障30年》讲述了：完善劳动力市场的组织行为，涉及雇主组织
和工会组织。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人的组织权、谈判权、罢工权如何界定？
经营者的组织权、谈判权、关厂权如何界定？
这显然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关系到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的综合性问题。
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
的讲话中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展望我国劳动人事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前景，确实需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轮驱动，借鉴成
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立足我国实际情况，进一步培育和健全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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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就业与收入分配 　　第一章?中国劳动力市场建设的30年 　　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在经济发
展史上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
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力市场从一开始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先经过地区性或行业性的单个劳动力市场
发育，而后逐渐扩展渗透，成为跨地区、跨行业覆盖的劳动力市场体系。
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的劳动力配置则是一个由市场到计划再到市场的方式不断变化的过程
。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0多年问，劳动力市场经历了存在、消亡、重新发展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存在着国营经济、官僚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合作经济等多种
经济成分。
当时国民经济百废待兴，社会上大量失业人员需要就业，国家没有能力将所有人员都包下来统一分配
工作，劳动者通过市场招工就业就成为很自然的事情。
因此，就实际存在着不发达的劳动力市场。
之后，随着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国民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失业问题得到初步解决，我
国遂将劳动力资源纳入了计划管理体制，原来微弱的市场机制被国家计划取而代之。
在此背景下，统购统销政策、人民公社体制、户籍制度及与之配套的城市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
度等一揽子政策，导致资本和劳动力生产要素被按照地域、产业、所有制等“画地为牢”，城乡劳动
力流动被人为阻断。
从1958年开始，劳动力管理体制越来越集中，统包统配模式越来越完备，新成长的劳动力和以往的劳
动力都由国家安置，一时安置不了的就在家中“待业”。
劳动力市场相应地就完全消亡。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劳动制度的改革，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逐渐兴起，
并形成不可阻挡之势。
劳动力市场也正是在这一转变中再度发展并建立起来的。
纵观30年的经济和社会改革发展历，劳动力市场确实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它的发展是建立在我国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之上，并被不同时期经济体制改
革和就业制度变迁引发和推动着。
　　一、劳动力市场建设改革路径回顾　　对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劳动力市场建设进行总结是困难的
，其中建设过程的困难性、复杂与艰巨性，有大量的成绩和经验值得书写，绝非一文可以概括。
因此，为了能将30年的劳动力市场建设发展的来龙去脉有一个更清楚地交代，本章以我国市场经济体
制改革为背景，将30年来我国劳动力市场建设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萌芽阶段、成长阶段、确立和
完善阶段、改革新阶段。
同时，结合劳动力市场发展的宏微观状况、特点、主题事件、成效等因素，来对劳动力市场发展改革
历程进行回顾和梳理。
　　（一）劳动力市场的萌芽阶段（1978—1984年）　　1．大背景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胜利召开，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成为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转折点，也成为市场经济复苏和改革劳动力配置方式的契机。
1979年，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的迅速增长提
供了保证，也为后来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做了政策上的铺垫。
1984年5月，国务院制定《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扩大了国营工业企业在
生产经营计划、产品销售、产品价格等10个方面的自主权，国营企业改革已成必然发展趋势。
　　2．主题事件　　（1）新型就业方针与劳动力配置双轨制的形成　　改革开放初期，各种社会问
题都比较严重，但是最严峻的是就业形势。
“文革”结束后，大批知识青年陆续返城，使得城镇待业人员大量增加。
1979年，城镇需要安置的待业人员达到1500万人。
①传统的“统包统配”无法解决如此庞大的待业人员，客观上要求对劳动力配置方式进行突破。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回顾与展望中国劳动人事社会保障30年>>

1980年8月，中央召开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提出“在国家统筹规划指导，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
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三结合”就业方针。
“三结合”就业方针就是要把原来国家的“统包统配”转变为国家、集体、个人一起开拓就业渠道。
198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
，进一步强化了“三结合”方针，并把解决就业问题和调整产业结构与所有制结构结合在一起共同推
进，提倡举办各种类型的合作社以及集体所有制企业，鼓励和扶植城镇个体经济的发展。
从此，劳动力配置逐渐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仍然由国家行政控制，另一部分则自由流动、自谋职业
，受市场调节，形成了劳动力配置的双轨制。
　　（2）雇用劳动的出现　　使用雇用劳动，在改革开放前一直是禁止的。
1981年7月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之后，促使雇用劳动合法地快速
发展起来。
雇工出现与私营经济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复苏在时间上是同步的。
农村私营经济雇工在1981年开始出现，1983年以后得到较快发展，城镇私营经济雇工从1979年的92万
人增加到147万人。
经济特区举办后，随着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中国航空食品公司于1980年在深圳创办，到1984年年底，
我国共创办“三资”企业482个，各类中外合作经营和补偿贸易项目2532项，实际雇用劳动者194 904人
。
②同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单位也都开始出现不同程度和规模的雇用劳动。
多种经济成分的出现成为促进城乡劳动力市场诞生的重要因素。
　　（3）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开始出现并初步发挥作用　　1979年，为了响应国家安置待业青年的政策
，厦门建立了劳动服务公司。
这种服务方式一经应用便初见成效，并在1980年的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上得到大力推广，并被定位
具有为介绍就业、输送临时工、组织生活服务以及进行职业培训等功能。
尽管由于所有制性质的多样化，劳动服务公司从一开始就兼有公共机构和企业组织的双重属性，但还
是得到了较快发展并发挥了积极作用。
截至1983年，全国已经建立劳动服务公司23 988个，拥有各类网点134 161个，安置就业、安置临时工和
组织人员培训570．96万人次。
随着改革步伐的加快，我国就业服务体系中另外一种机构——人才服务机构也诞生T。
1983年1月，沈阳市人才服务公司和广东省人才交流服务中先后成立。
受沈阳和广东经验的启发，1983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科技人员合理流动的若干规定》，1984
年5月，劳动人事部发出《关于成立劳动人事部人才交流咨询服务中心的通知》，全国人才交流中心
成立。
之后，人才交流服务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建立。
尽管这时的人才服务机构功能仅限于提供人才供求信息，并为科技人员办理相关调配手续，但是这种
初级的就业服务，却为我国人才的进一步合理配置奠定了基础。
　　（4）对劳动力流动的控制　　1981年，国务院下发《关于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和农业人
口转为非农业人口的通知》，加强了户口和粮食管理，严格履行农村人口迁入城镇的审批手续，严格
控制从农村招工，认真清理事业、企业单位使用的农村劳动力；对农村富余劳动力采取发展社队企业
和城乡联办企业等办法加以吸收，并逐步建设新的小城镇，就地适当安置，不使其涌入城镇。
1982年，中央提出在城市实行合同工、临时工、固定工相结合的多种就业形式的同时，又进一步强化
了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管理。
　　3．特点　　改革开放之初，面临的巨大障碍就是如何给体制松绑，如何突破计划体制下形成的
“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让劳动力流动起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所有制结构有所松动，不同所有制经济有
了发展的土壤，为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解脱出来，向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转移创造了条件。
“三结合”就业方针的实施，不仅缓解了就业危机．而且为采用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进行了有益尝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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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从无到有开始起步，尽管功能较为简单，覆盖面也不广泛，但是反映出了我国经济
体制和劳动就业的深刻变化。
另外，对国有企业所实施的旨在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改革，对于突破传统的劳动力配置方式也起到
了重要作用。
这一阶段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意义重大，尽管在这一阶段后期，国家一些政策表现出对农村劳动力流
动的严格限制，但是这些都是在改革探索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对于遇到困难时反映出的对“放”和“收
”的反复揣摩。
在改革春潮涌动下，“毕竟东流去”，劳动力流动趋势已不可阻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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