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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劳动经济学2011年第7卷第1期》是2004年创办的全国性劳动经济理论刊物，由中国社会科
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和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联合主办。
坚持学术性、时代性、创新性和超前性特点，立足中国现实，面向劳动经济理论研究前沿，致力于发
表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体制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劳动经济问题的具有原创性意义的高水
平理论文章，以推动中国劳动经济学的现代化和现代劳动经济学的本土化。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劳动经济学2011年第7卷第>>

书籍目录

论文　
　中国城市工资差距从何而来？
——来自20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发现
　——魏下海　张建武　赵秋运　
　经济结构转型中的劳动工资收入与贸易差额——以中国为例的实证研究
　——余静文　王春超　
　劳动力市场的产业分割——关于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间工资差异的经验分析——马欣欣　
　农民工培训与就业能力提升——基于河南省阳光工程培训效果的实证研究
　——杨玉梅　曾湘泉
　公共投资的就业效应——基于广东省的实证研究——刘汉辉　廖直东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分析
　——罗燕　许荣
理论探讨　
　创业何时带动就业：一个理论考察
　——汤灿晴　董志强　李永杰
　基于觅食原理的职业搜寻理论研究——彭璧玉　熊冠星
　雇主对雇员工作的监督能力与劳资关系——基于博弈论的分析
　——杨观来
文献综述　
　劳动供给的发展脉络及其影响因素：一个国内文献综述
　——张建武　史锐　赵秋运
短文　
　转型期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实现中的理论解释
　——基于农村大学生边缘化的现象——李楠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劳动经济学2011年第7卷第>>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企业仍以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为主 在中国的企业用工形式主要有固定期
限的合同用工、无固定期限的合同用工、非全日制用工（即小时工）、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目的的
用工、劳务派遣用工等五种，而大部分企业都是采用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用工形式。
与2007年12月31日之前相对比，在接受调查的企业当中，不签订劳动合同的企业减少了，但绝大多数
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仍以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为主。
而且企业的用工形式多样化趋势明显，在大企业中劳务派遣用工形式特别盛行。
 《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后，从用工形式上看，企业仍是以采用劳动合同工为主，并且绝大部分企业
都是与员工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的期限从总体上看有延长的趋势，相当一部分企业在《
劳动合同法》实施前都是采取与员工一年一签的形式，而之后则把合同期限延长至2或3年（见图3）。
同时调查发现依然存在13％的企业不与劳动者签劳动合同，相对于《劳动合同法》实施前，虽然数量
有所减少，但显示了劳动用工的不规范。
从规模上看，这些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企业基本都是员工人数不足20人的小企业。
从总体上看，劳动合同的期限比以前更长了，而很多企业基本上还是沿用了以前的一贯做法，大部分
企业表示并不畏惧与员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所以与劳动者直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企
业有所增加。
 在深入访谈中发现，企业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期限的长短，主要取决于其生产经营需要、员工技能
水平及工作经验，再者就是员工的工作岗位特性，只有极少数企业把劳动合同的解除终止成本作为主
要考虑因素。
可见，现在的企业大都适应了在《劳动合同法》这样的一个法律环境下去运营生产，他们考虑更多的
是如何通过自身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去降低用工成本，而不是规避法律的形式。
这是《劳动合同法》对企业选择用工形式的正确引导作用。
 （二）劳务派遣用工形式在大企业中盛行 劳务派遣，是指合法的劳务派遣单位与接受派遣的单位（
即实际用工单位）签订劳务派遣协议，将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派往用工单位，接受用工单
位的指挥和管理，以获取一定收入为目的的一种新型用工方式（程延园，2007）。
对于劳务派遣这种用工方式，由于当代劳动者的法律意识不断提高，并且对工作不单只是追求物质上
的回报，而更多追求精神上的归属感和成就感，他们认为劳务派遣工不是企业的正式员工，即使企业
真正做到了同工同酬，劳动者也会倾向于能直接和自己签订劳动合同的企业。
这就决定了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无法采用这种用工形式。
只有人数达到一定规模、品牌知名度高、能给出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的薪酬待遇的大企业才能吸引劳
动者去当劳务工。
所以，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后，劳务派遣这种用工形式的采用程度在员工成千上万的大型生产制
造企业中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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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劳动经济学(2011年第7卷第1期)》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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