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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博弈·制衡·和谐：中国工会的博弈制衡与和谐劳动关系建构》分上下两编。
工会为什么要合作博弈？
怎样实现合作博弈？
如何以合作博弈达成劳资平衡、维护劳动者权益、构建公平合理基础之上的和谐劳动关系，这些就是
本书理论探索和实证分析的基本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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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晓军，1953年8月1日生人，原籍江苏无锡，现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工会学系副教授。
1987年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
研究方向和讲授课程：中国工会理论与工会法、劳动关系与劳动法、集体协商与集体合同制度、现代
企业制度与公司法、社会学与劳动社会学等。
学术成果：曾参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工人阶级内部结构及其相互关系》课题，主编《中国
职工状况——内部结构及相互关系》；出版专著《工会起源研究》等；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上
发表关于中国职工和工会问题的学术论文及调查报告40余篇。
本书是主持中国劳动关系学院2005年度科研课题《中国工会的社会责任》的研究成果。

曹荣，1981年生，安徽肥东人。
法学博士，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工会学院教师。
2003年至2008年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硕博连读。
主要研究领域为民俗学、劳动社会学。
著作有《民间庙会》、《中国民俗文化志·北京·宣武区卷》（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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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工会干部职业化的主要目的是使工会成为劳资关系中的平等主体
    （三）企业工会干部职业化中的独立性与代表性辨析
    （四）几点结论
  第五章  单决与共决——对工会博弈规则的探析
    一  企业劳动关系运行规则的意义
    二  单决制的形成及其历史原因
    （一）企业的改革路径造成了企业劳动关系运行规则的单决
    （二）法律的软性约制未能改变单决局面
    三  单决制的后果及影响
    四  工会组建运行模式的突破尝试与企业规则的约制——以突破沃尔玛建会的晋江沃尔玛工会组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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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需要明确的是，在工会的社会活动体系当中，工会的基本活动领域在社会关系领域，而经济关系
是社会关系的基本范畴，因此工会最基本的社会职责是在经济利益关系领域当中调节劳动关系矛盾。
工会承担调节劳动关系矛盾的社会职责也是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条件。
至于工会在职工群众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当中承担的社会责任都是以实现工人阶级群众
的经济利益为前提的。
工会在政治生活领域当中承担的社会责任是在上层建筑领域为实现职工群众经济利益创造条件和提供
社会制度的保障。
工会在社会生活领域当中承担的社会责任是对职工群众的经济利益的完善和补充。
工会在文化生活领域当中承担的社会责任是对职工群众经济利益的扩展与延伸。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会的经济地位体现在劳动关系领域。
劳动力市场化要求工会作为劳动者集体劳权的代表，与资产的所有者和经营管理者处在平等地位上。
劳动关系双方地位平等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但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不平衡，以及劳动
者个人，进入劳动关系之后要接受和服从用人单位的管理，使个别劳动关系事实上的不平等无法避免
，这就需要通过工会这种组织形式来平衡劳动关系。
　　工会作为集体劳权的代表，体现的是一种劳动关系的组织行为，追求和实现的是劳动者的两项权
利：基本权利和具体权利。
其中的基本权利就是工会享有代表劳动者进行平等协商和参与管理的权利，这是实现劳动者具体权利
的前提条件；劳动者的具体权利则是指工资、工时、劳保条件、社会保障等具体利益。
相对于企业法人，工会具有社团法人资格。
劳动者一方只有自愿结合成为具有社团法人资格的工会组织时，集体协商集体合同制度的实现才具有
可能性。
工会作为劳动者一方的形式主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集体协商制度中不仅体现了劳动关系调整中
的劳资自治，而且确认了劳动关系双方在协商中的法律地位和权利是平等的。
通常，企业所追求的是利润的最大化，而劳动者进入企业所追求的是收入的最大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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