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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劳动关系是工业化时代一种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是衡量社会是否
和谐的重要标准。
在企业转制、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形势下，我国既面临“黄金发展期”，又处于“矛盾凸显期”，
劳动关系问题日益突出。
它不仅涉及数以亿计劳动者权益的实现，还涉及科学发展观的落实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既是
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
加大对劳动关系问题的研究力度，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也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我们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职工权益的实现与劳动关系的稳定。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作为
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突出位
置，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突出以人为本、注重社会公平，坚持
把推动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作为中心任务，强调要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
利益问题，加强和谐社会建设。
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我们党在发展理念与指导思想上，对于人的问题、对于劳动关系问题的高度重
视。
这也是我国劳动关系总体上健康协调、职工合法权益进一步实现和保障、改革和建设各项事业顺利推
进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建立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和谐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劳动关系，是工会推动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切入点，也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贯彻“组织起来
、切实维权”工会工作方针的必然要求。
我们要站在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与工会工作全局的高度，重视加强对劳动关系问题的研究，坚持以
科学理论为指导，坚持从国情、会情出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继承和创新的统一，把劳动关系
问题的研究不断引向深入。
要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劳动关系的性质和基本特征，深刻分析不同性质社会、不同历史时期劳动关
系的区别，准确把握劳动关系研究的方向、目标与重点。
要深入研究和正确处理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关系、劳动者和建设者的关系以及劳动者内部不同群体间的
关系，围绕劳动关系的建立、运行、监督、调处等方面，探索建立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的实现条件，促
进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安全生产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问题的解决，推动和谐劳动关系、
和谐企业、和谐社会的构建，使劳动关系各方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共谋发展，为推动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直属普通本科高校，既承担着学历教育、工会干部培训和
职业技能培训的任务，也承担着加强工会理论研究的任务。
作为全国最早批准劳动关系本科专业招生的高校，全面加强劳动关系学科建设是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
一项重要任务。
学院拥有一大批素质较全面、科研能力较强的专家学者和中青年骨干教师，在劳动关系、劳动法律、
工会理论等领域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这套精品系列教材的编写、出版，既是加强劳动关系学科教材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对学院劳动关系
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
当然，由于劳动关系仍然处于深刻变化的过程之中，也由于这一学科的开创性，本丛书可能在一些方
面还不够成熟，还有待于理论的进一步挖掘与实践的进一步推进。
希望它的出版，对于提高劳动关系学科的教学水平，深化劳动关系研究，推动工会工作和劳动关系人
才培训，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也希望更多的专家学者高度关注和重视研究劳动关系问题，共同推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劳动关系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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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劳动关系学科是一门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本教材从把握这个学科的基本理论入手进行编写，有利于
促进劳动关系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进而有利于正确认识和积极推动中国劳动关系的实践，为中国的改
革和发展做些许“打基础”的工作。
教材的内容，通过系统地检索、阅读、梳理西方和中国（包括台湾和香港）的劳动关系文献，比较全
面地把握劳动关系理论的渊源、流派和新发展，探讨劳动关系理论的演进脉络、建构方法、结构体系
等。
考虑到劳动关系理论强烈的社会性和价值特征，本教材既参照国际上一般劳动关系理论，又侧重中国
的理论和实际需要展开评述。
确切地说，这部教材不是纯理论的叙述体系，而是劳动关系理论的引荐、介绍、阐释、批判和评价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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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劳动关系是交叉理论的论证　　有学者认为，劳动关系理论是交叉理论，因为运用多学科进
行研究具有明显的优势。
一般有两种类型，一是单个的研究者进行多学科研究，二是多个研究者从不同学科研究同一领域。
比如，“工会承诺”（又有译工会忠诚），它源于“组织承诺”这一概念，而“组织承诺”是组织行
为学中被普遍认可的概念。
这种概念的引入，对劳动关系研究及其理论十分有益。
但总体而言，交叉研究目前成效还不明显，不同学科的研究者难以协作，不过存在着多学科交叉研究
的空间和余地。
②　　中国的劳动关系学科被教育部列为管理学科，按照多数人的说法，管理学科是一种交叉学科。
　　当然，对管理学科是交叉学科、交叉理论还是元学科、元理论，目前还存在争议。
然而，不论哪一种见解，都没有否认管理学科作为一种理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援例考察劳动关系学科，也同样存在着其作为理论而应有的价值和意义。
　　主张管理学科应重视元理论研究的学者认为，管理学的跨学科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停霈在低水平的
重复移植阶段，而难以跃升到改造和互动的高级层次阶段的根本原因，是对管理学本身的元研究不足
，而这种元研究是管理学跨学科研究从移植向改造、互动跃升的基础、前提和必由之路。
③　　更多的学者认为，管理学科开展跨学科研究更有前景。
他们说，一些人认为管理学是一门科学，他们也一直在苦苦追寻着严格的和规范化的管理科学理论。
然而，管理学通过科学化的努力可能会越来越像科学，但却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科学。
因为管理学中的一些问题，光靠科学是无法解释的，它涉及“人”，涉及人文。
同时，如同管理学不是真正的科学一样，管理学也不会成为真正的人文学科。
如果单纯强调管理学的人文性，抛弃了科学的手段和研究方法，管理学如何能够认清事物的本质，架
构起令人信服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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