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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劳动关系作为最重要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之一，在我国的社会经济领域从来都具有极其重要的
地位。
劳动关系所涉及的问题之深，可以关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与否；劳动关系所涉及问题之广，覆盖全体
劳动者乃至其家庭。
我国的劳动关系问题始终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问题之一。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历程可以看出，我国劳动关系发展的路径中不乏对国际经验的有益借鉴。
这些借鉴体现在我们的立法过程和有关的决策中，更体现在诸多的学术研究之中。
而这些借鉴还将继续下去。
为了促进培养我国的劳动关系专业的高级人才，繁荣我国劳动关系国际比较的研究，迫切需要出版能
够比较系统、全面阐述劳动关系国际比较的教科书。
　　本书的主要特点在于：第一，从国别的视角，系统介绍国外劳动关系调整机制，这种角度的教科
书在我国基本上还是一个空白。
之所以从国别的角度讨论是因为各国劳动关系的调整虽有一些共同点，但基于历史、法律制度和文化
等因素，其具体模式还具有较大的差异，因此，在研究国际劳动关系时，往往需要了解某一个国家的
全貌。
但是，因篇幅所限，一本教科书不可能囊括所有国家，本书选取了一些一直以来我们研究和借鉴较多
的典型国家。
虽然我们只是选择了部分的国家，但我们注意了地域和具体模式的特点，因而，本书所包括的国家，
基本上可以代表世界上主要的劳动关系调整模式，反映国外劳动关系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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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既能比较全面反映国际上劳动关系调整的主要模式，又能突出比较典型而又为我国借鉴较多的国
家，本书按照地域分设了三篇，即北美篇、亚太篇和欧盟篇。
北美篇包括美国和加拿大；亚太篇包括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欧盟篇包括德国、法国、英国、瑞典
，这些国家分别代表了大陆法系和判例法系以及北欧的模式。
为了反映欧盟的总体情况以及其他国家的情况，在欧盟篇中还专门设有欧盟综合章。
    各章内容的基本框架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某一国家劳动关系的概述，其中的主要内容除了该国简单的基本自然情况外，就是阐述该
国劳动关系的主要特点和变化趋势等。
第二，主要讨论某一国家劳动关系的主体，这里的主体包括集体劳动关系和个别劳动关系两个角度，
但以前者为主，具体包括雇员与工会组织、雇主和雇主组织、政府的角色和作用。
第三，介绍某一国家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
这一部分通常包括某一国家劳动关系体制的主要内容。
具体包括该国劳动法的基本背景，调整个别劳动关系的劳动合同制度，调整集体劳动关系的机制，如
集体谈判的特点等。
该部分中还包括劳动争议处理和产业民主的内容。
产业民主是西方国家集体劳动关系的重要内容，因此，本书对此问题的阐述比较丰富。
    从国外的情况看，在传统上，在应用经济学科内，劳动关系是劳动经济学的一个内容，在管理学科
内，劳动关系作为员工关系又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内容之一。
我国也是如此。
从国夕卜的有些国家看，劳动关系或称产业关系已经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有的国家也出现了并
入其他学科的情况。
在我国，近年有几所高校先后建立了劳动关系专业，这反映了我国劳动关系学科和劳动关系实践的快
速发展。
但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共同的一点是，劳动关系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它与其他诸学科的交叉
程度比较高。
这决定了该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不可避免地要相互借鉴、相互补充。
本书的适用范围除了高校劳动关系、劳动经济、人力资源、劳动法和社会保障专业的教学外，也是相
关研究领域和实际部门的一本比较有价值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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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联合行动的特征是利用媒体、政治、金融、社会团体和管理方面的压力来构筑谈判实力。
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USWA）就特别勇于采取这些策略。
工会经历了Phelps Dodge和国际报业的罢工失败后，吸取惨痛的教训，认识到为了取胜，工会必须发
展好联合行动并尽早实施。
　　美国通讯工人协会（CWA）的复兴措施，强调将工会组建、政治和集体谈判联系起来的三角议程
的优势。
在这样的三角战略内，工会在三者中任一领域的活动都会影响并补充另外领域的活动。
此外，工会运动必须找到途径，把这种三角联系扩展到国际舞台上。
国际贸易的扩大和跨国公司的加速扩张将市场向国际化扩展。
面对正在形成的全球化的市场结构，全球的工会运动都面临对跨国工会的需要。
但是，要建立这样的工会还存在很多障碍，包括利益分歧（也就是每个工人运动组织都想要工作岗位
）和各国在语言、文化、法律和工会结构上的差异。
近来美国工会有一些国际活动增多的征兆。
美国工会参与跨国压力运动，其中一些活动涉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条款。
但是，美国工会在这些跨国运动和相关战线上取得的成果很有限，而障碍仍然让人望而却步。
　　尽管工会发展创新谈判策略的程度值得关注，但是工会仍然成功地运用传统的集体谈判压力策略
（如罢工或罢工威胁）获得利益。
工会在这些公司中维持有可观的会员人数，并且工会从20世纪90年代美国宏观经济的有力增长中受益
。
但是，工会并没有用重新获得的谈判力量来要求更多的工资增加。
相反，集体谈判的缓和在八九十年代推动了美国的强大经济扩张。
　　工资可能是最重要的就业成果，而且有明显证据显示收入的差别在不断加大。
尽管收入不平等的增加趋势在很多国家都很普遍，但美国的收入差距尤其大。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市场与制度因素的混合（其中最重要的是工会化程度低和集体谈判的结构分散
）导致美国收入差距达到现在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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