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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中国工会的理论，曾经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梳理出与工会相关的内容，到了20世纪90年代，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开始借鉴西方劳资关系或产业关系理论。
处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建设的新时代，有可能超出原有视野，对“过渡过程”或说“社会变迁”对
工会的作用和影响进行理论思维。

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实行了革命到改革开放的转变，并拓展为进一步的发展和建设。
这不仅是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而且业已升华为产生了广泛和实际影响的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和发展
建设的理论。

　　本书构筑的理论研究框架，着眼中国革命到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变，落脚中国改革开放拓展的发展
建设，认识和解释中国工会的思想解放、制度合作、转型创新和国际合作，以及其中的一般性特征和
中国的特色，是革命论向改革开放论进而向发展建设论的转变。
从哲学方法论来说，其揭示革命哲学向改革哲学、开放哲学进而向发展哲学、建设哲学的转变。
概言之，《工会学--当代中国工会理论》是“革命-改革发展转变论”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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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然而，在孙中山逝世之后，取得政权的国民党及其政府更强调国家的“统制”和政府的干预
，对劳工组织采取了控制和限制的政策。
国民党及其政府对工会进行双向领导、监督和控制。
对民众运动名义上为“训练”“指导”，实际上则通过其各级党部渗透和操纵工会组织。
明确要求国民党各级党部“对于人民团体由形式之隶属为实际之领导”，“在各人民团体内建立党组
织并指导其活动以确立并巩固本党的领导权”。
在国民党及其政府对工会实行一元化监督管理和垄断控制下，工会逐渐失去了独立的地位而演变成为
官办工会，演变成为受党和行政部门辖制的一个变相的劳工福利机构。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工会运动中，曾经强调劳资的阶级对抗和反对阶级调和，后来这种政策发生
了很大的改变。
强调对抗和反对调和与在理论上认为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在利益上也是永不相容、永远冲突相关
的，甚至导致历史上发生了若干次“左”倾错误。
其缘由固然与自身在理论认识上的偏颇有关，也与国民党及其政府以“统制”为特征的劳工政策和工
会政策压制有关。
中国共产党曾经用非常大的努力纠正这些错误，逐步在理论和政策上从反对“劳资妥协”“劳资调和
”到主张“劳资两利”。
而且事实上也发现，在中国逐渐萌芽和发展的劳资关系，对劳方即雇工群体而言是能够接纳的，并且
有着物质利益方面的需要。
例如，有史学家以新发现的张闻天对晋西北村庄调查的原始资料为依据，对晋西北乡村社会在20世纪
三四十年代的农家经济和农民生活变化有过论述。
其中谈到新出现的雇工群体，他们在户口总量中所占比例较小，主雇双方的雇佣关系是非传统的、较
为纯粹的契约关系，不存在强制性的经济剥削，主雇关系也较为和谐。
主雇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可随时解除，约束弱化。
尽管“衣食消费两大项耗尽了他们所有的工资，他们终岁辛劳也不过以品质最差的食物维持生命的最
低需求并用缝百衲的衣衫遮蔽身体。
雇工生活之苦远甚于一般”。
然而，中共革命还是改变了农村社会结构，改变了各阶层农民生活的状况，虽然农村的整体生活水平
因战争而普遍下降，地主富农的社会经济地位明显下降，而贫雇农的生活水平还是相对提升了。
当然，在这么微弱的劳资关系生长中，工会在调节劳资矛盾方面的地位和作用一直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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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工会学:当代中国工会理论》为全国高等学校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新编系列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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