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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与私营企业劳动关系:
发展目标、实践特征与规制路径

梁伟军

(华中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０)

摘　要　遵循市场化劳动关系运行逻辑,运用政治经济学理论方法分析农民工与私营

企业劳动关系认为,经济效率是市场经济运行的首要目标,分配公平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

条件,劳动关系是市场经济社会的基础性关系,转型期农民工与私营企业劳动关系的发展目

标在于实现企业经济效率与收益分配公平的均衡.当前农民工与私营企业在实践上形成了

高效率、低公平的非均衡劳动关系,不利于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劳动关系合作治理、型构合

理社会结构、凝聚劳动伦理共识及利益关系协调稳定.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回归农民工应有

身份,强化政府劳动关系治理职能、切实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促进农民工组织规范发展、提
升组织化维权能力,推动企业发展转型升级、培育市场核心竞争优势等是提高劳动关系的公

平性、构建效率与公平均衡的劳动关系之规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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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以来的市场经济发展历史表明,劳动关系是人们在从事商品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

经济活动中产生的经济利益关系,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处于基础性、决定性地位,构建稳定有序的劳动

关系是经济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体制转型时期,公有与非公有、个体与集体、正规与非正规等多种

类型的劳动关系交织并存,构成了错综复杂、富有中国特色的劳动关系结构.近年来,因劳动报酬、工
伤赔偿、劳动合同等问题引发的劳动争议逐年上升,«２０１５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２０１５年,各地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和仲裁机构共处理劳动争议１７２．１万件,同比上升１０．４％;办结

案件１６１．０万件,仲裁结案率为９５．２％;仲裁机构期末未结案件数达到４．１万件,同比上升１４．１％,这
直接影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引起了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十八大提出了“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这一重

大战略任务,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推动经济更有

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２０１５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明
确指出,要“依法保障职工基本权益”,“建立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劳动关系的发展目标事关雇员、雇主、政府等劳动关系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取向和行动选择,不仅

是劳动问题研究的核心主题之一,也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必须解决的重要理论问题.农民工与私营

企业劳动关系是在工业化、城镇化历史进程中,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与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互动

演化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带有转型体制印记的市场化劳动关系,现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

动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农民工与私营企业劳动关系的发展目标何在? 实践特征如何? 规制

路径何在? 这些问题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领域,需要运用政治经济学的理

论方法,在规范分析的基础上予以明确回答,进而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社会公平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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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农民工与私营企业劳动关系的发展目标是追求效率与公平的均衡

　　１．效率与公平的均衡是劳动关系的发展目标

(１)经济效率是市场经济运行的首要目标.追求效率是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市场经济是以市

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手段,通过供求、价格、竞争等机制实现劳动、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充分流

动,在动态的市场调节过程中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三百多年的发展历史表明,经
济资源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通过优化配置促进社会财富增长、经济发展繁荣和人类文明进步,而效

率是市场配置资源追求的首要目标.
(２)分配公平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市场经济发展必须保障分配公平.市场经济是发达

的商品经济形态,商品生产是物质资料再生产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有机统一.依循经济环节,市场主

体主要从事商品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其中,生产处于支配地位,决定分配、交换和消

费,而分配、交换和消费则对生产具有反作用.分配、交换和消费三者当中,分配是基础,是交换和消

费的前提条件.若收入分配相对公平,劳动者所得与贡献相当,分配差距合理,则易于为劳动者所认

可,对其再生产行为产生正向激励,促进生产效率提高,反之亦然.因此,若要提高经济效率,保证公

平的收入分配是必要条件.
(３)劳动关系是市场经济社会的基础性关系.劳动关系是市场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经济利益

联系.市场经济社会是一开放型社会,劳动关系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经济关系,劳动关系发展状况直

接影响社会稳定和谐发展.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与劳动力使用者以及相关组织为实现劳动过程所构

成的社会经济关系[１],劳动者(劳方)和劳动力使用者(资方)是两大基本劳动关系主体.一方面,劳动

关系是社会冲突关系,劳动者追求收入最大化,投资人追求资本利润最大化,劳资双方存在利益冲突;
另一方面,劳动关系是社会合作关系[２],劳动与资本必须合作,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创造和实现

商品价值,满足双方物质利益需求.这一经济利益关系是否合理、协调、均衡,不仅涉及双方各自利益

能否实现,更关乎利益冲突与合作关系的发展走向以及经济社会稳定.因此,劳动关系在经济社会关

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
(４)劳动关系的发展追求效率与公平的均衡.首先,提高经济效率应是劳资双方共同的目标追

求.自工业革命发端、劳动关系正式进入学术研究视野以来,诸多学者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对劳动

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形成了劳动力市场学派、管理学派、政治学派、制度学派等劳动关系理论流派,并
将劳资双方共同的目标追求分别定位于“劳动力市场生产率”、“企业生产效率”、“社会公正”和“产业

民主”[３].尽管在关注点上各有侧重,但社会公正、产业民主的实现在相当意义上需要以效率为中心

的经济基础提供支撑.其次,劳资双方追求收益分配公平.从西方国家劳工运动史分析,１９世纪中

后期,工业资本开始主导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劳动者依附和从属于物质资本,“绝对强资本、绝对弱

劳动”的劳资博弈格局形成,劳工运动此起彼伏.时至２０世纪初期,在劳资关系难以维系、生产效率

无法保证、工业化体系面临崩溃的背景下,政府通过劳资关系立法等手段缓和劳资矛盾,促使劳资双

方,尤其是资方认识到公平利益分配、保障劳工权益、合作互利共赢对提高经营效率、促进企业发展的

重要价值,实现分配公平逐步成为劳资双方共有的行动目标.再次,劳资双方追求经济效率与分配公

平的均衡.从劳动关系理论发展的过程考察,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之前,西方学界更多专注于劳动关系或

雇佣关系的效率维度,重在分析如何通过工作场所管理、生产过程控制、人本管理等手段提高企业经

营效率.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之后,不少学者开始关注分配公平问题.如 Noah于１９８９年发表了«劳资关

系:效率与公平的权衡»一文,认为劳资关系运行的目标在于寻求效率与公平的平衡[４],Barbash将公

平定义为平等、发言权、稳定和重要的工作[５],还有一些学者将保护和参与、保护和民主权利等看作与

效率、公平相并列的劳动关系发展目标[６Ｇ７].Budd等超越传统意义将工作仅仅看作是经济活动,并从

广泛的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角度分析劳动关系,认为劳动关系发展的基本目标在于实现雇主的

财产权利目标追求———效率(资本利润最大化)和雇员劳动权利目标实现———公平(受到雇主平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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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的对待)及发言权(有机会参与影响雇员日常生活的企业决策)的均衡[８].学界对是否将保护参

与、民主权利、发言权等独立作为劳动关系发展目标存在争议,但在将经济效率与分配公平的均衡作

为发展目标上形成了基本共识.可以认为,劳动关系发展的目标在于追求企业经济效率与收益分配

公平的均衡(以下简称“效率与公平的均衡”).

２．效率与公平的均衡是农民工与私营企业劳动关系的发展目标

(１)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基本动因在于追求更高的工资收入.对更高收入和更好工作机会的渴望

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进城的主要驱动力,公共服务和生活便利则是部分原因[９].依据推拉理论,农
民工在农村社会往往是剩余劳动力,缺少收入来源或收入过低,推动他们进入城市非农就业,获取更

高的工资收入;城市经济发展提供的大量就业机会和相对较高的工资待遇拉动农民工进城谋求更好

的发展出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２０１５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２０１５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

２７７４７万人,其中本地农民工１０８６３万人,外出农民工１６８８４万人,外出务工农民工月均收入３３５９
元,比上年增加２５１元,增长８．１％.

(２)私营企业投资经营的基本目的在于追求更高的利润回报.私营企业往往由个人或家庭出资,
雇佣劳动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了其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

回报.相对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多为中小型规模、劳动密集型经营为主,缺少核心技术、
自主品牌和研发能力,集中于加工制造和社会服务业,其利润主要来源于低劳动成本等形成的市场

优势.
(３)农民工与私营企业劳动关系的发展目标在于追求效率与公平的均衡.农民工主要受雇于私

营企业,形成了典型的雇佣劳动关系.一方面,农民工高工资收入、企业高利润回报诉求的实现取决

于企业生产经营效率,提高经济效率成为劳资双方共同的目标期望.另一方面,在既定的劳动用工制

度安排下,企业利益分配格局从根本上由劳资博弈结果决定,与双方讨价还价能力密切相关.从农民

工对公平分配的价值追求来看,他们的公平意识、平等意识、维权意识乃至民主意识等均在持续快速

强化[１０],一些农民工通过劳动仲裁和诉讼的途径进行维权,更多的农民工则借助社会力量、行政力量

和集体力量等进行“非正式(的)利益抗争”[１１],以争取更高的收入、更好的工作环境和更多的雇主尊

重[１２].从企业持续稳定发展、资方资产权利和农民工劳动权利得以平等保障的角度考虑,劳资双方

均希望建立收入公平分配的长效机制,保障各自利益诉求实现.因此,追求效率与公平的均衡成为农

民工与私营企业在确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关系过程中共有的行为目标.

　　二、农民工与私营企业形成了高效率、低公平的非均衡劳动关系

　　１．劳动关系运行的高效率

营业收入、资产规模、税收贡献、盈利能力等经济指标与企业经营效率联系紧密,可作为衡量劳动

关系运行效率水平的主要指标.改革开放３０余年来,私营经济快速发展,现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非公有制企业的商会组织———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发布的民营企业５００强

数据为例,２０１２年,以沙钢等为代表的５００家民营企业营业收入总额达到１０５７７４．９７亿元,户均

２１１．５５亿元,增长１３．６５％;营业收入总额超过１０００亿元的企业由２０１１年的７家增至１０家;资产总

额达到９０８８７．１５亿元,户均１８１．７７亿元,比２０１１年增长１６．９７％;纳税总额达到４３３４．７８亿元,比

２０１１年增长５．９％;税后净利润４２３８．４４亿元,销售净利率４．０１％,资产净利率４．６６％,总资产周转率

１２５．４８％;人均净利润８．１２万元/人①.表明私营企业生产经营高效,符合效率导向的市场经济规律.

２．劳动关系运行的低公平

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公平是对利益分配合理与否和经济政治社会权益平

等与否的一种价值判断[１３].农民工与私营企业劳动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关系的重要组成

２８

① 参见http://oldweb．acfic．org．cn/zt/１３/２０１３top５００/t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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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关系更为根本的问题是收入分配和利益关系问题[１４].劳动关系确立、
劳动条件提供、劳动收入水平、社会保障覆盖等与劳动关系运行的分配公平密切相关,可作为考察农

民工与私营企业劳动关系公平状况的主要变量.
(１)在劳动关系确立方面,劳动合同签订比例偏低.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

关系的法律依据,也是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保障劳动关系稳定发展的制度基础.«劳动法»、«劳动合

同法»等法律法规均要求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必须签订有效劳动合同.由于农民工身份的特殊性,国家

对农民工用工的规范性有明确规定.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要求,“所有用人单位

招用农民工都必须依法订立并履行劳动合同,建立权责明确的劳动关系.”但从劳动合同实践来看,大
多数农民工并未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劳动用工很不规范.据«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与雇主或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比重依次为４３．８％、４３．９％、４１．３％、３８．０％、

３６．２％,不仅未超过４５．０％,且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这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二五”
规划»提出的“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９０％,集体合同签订率达到８０％”的目标相去甚远.

(２)在劳动条件提供方面,劳动安全卫生条件恶劣.安全卫生的劳动环境是劳动者体面劳动、有
尊严生活的基本保证,为劳动者提供安全卫生的劳动条件是用工单位应履行的法定义务.私营企业

作为雇工单位,在劳动力总体上供大于求、劳动力市场价格整体偏低的市场格局下,形成了依靠低劳

动力成本竞争获利的“路径依赖”.减少劳动安全卫生保护投入、忽视劳动者生命健康的结果导致劳

动者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多发频发.近年来发生的诸多工伤事故中,农民工占到伤亡总数的８０％以

上;２００３年全国死于工伤的人员高达１３．６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工,特别是在矿山开采、建筑施工、
危险化学品三个农民工集中的行业,农民工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８０％以上;尘肺病、急性和慢性

职业中毒、作业场所噪声伤害等严重威胁着劳动者的生命安全和健康,目前我国有毒有害企业超过

１６００万家,受到职业病危害的人数超过２亿,其中农民工成为高危人群,每年１３．６万死于职业病的

人群中,大部分是农民工①.２００９年轰动国内外的河南农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等事件,表明一些农

民工遭受到严重的职业病危害,生命健康缺乏基本保障.Yalin等通过对浙江省台州市农民工就业

集中的部分电子废弃物回收工厂的车间及农民工住房内的空气和灰尘,以及农民工往返工厂所经过

的主要道路周围的空气进行取样和分析后发现,农民工健康面临多氯化联苯的侵害,这与他们的工作

场所及生活空间恶劣的空气质量密切相关[１５].
(３)在劳动收入水平方面,工资偏低且存在拖欠.城乡二元结构等制度性因素导致农民工难以与

城镇居民获得同等收入.农民工与城镇就业人员不仅同工不同酬现象普遍,且农民工工资偏低.统

计数据表明,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分别为１６９０元、２０４９元、２２９０元、２６０９元、２８６４
元,年均在外从业时间分别为９．８个月、９．８个月、９．９个月、９．９个月、１０．０个月;据此推算,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农民工年平均收入分别为１６５６２．０元、２００８０．２元、２２６７１．０元、２５８２９．１元、２８６４０．０元,分别占同

期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总额４７２６９．９元、５９９５４．７元、７０９１４．２元、９３０６４．３元、１０２８１７．２元的

３５．０％、３３．５％、３２．０％、２７．８％和２７．９％②.可见,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尽管同在城市就业,他们之间不

仅收入差距悬殊,且有不断拉大的趋势.有实证研究表明,农民工与城镇职工之间的工资差距中的

３６．０％无法用禀赋差异解释[１６],也并非主要因生产效率的差异所致,而是户籍歧视使然[１７].工资拖

欠直接侵犯了农民工的劳动报酬权.尽管自２００３年以来国家开启了农民工工资拖欠清理行动,但并

未根本解决.统计表明,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重依次为４．１％、１．８％、１．４％、０．８％、

０．５％、０．８％、０．８％、１．０％;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人均被拖欠工资依次为９３７２元、９５１１元和９７８８元,相当

于当年农民工人均月收入２６０９元、２８６４元、３０７２元的３．４、３．３、３．２倍③.尽管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

相对比重不高,但绝对人数超过了２００万,且拖欠金额至少相当于农民工３个月的收入.工资是劳动

３８

①

②

③

参见http://www．cnlsslaw．com/list．asp? unid＝６３０９.
农民工月均收入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总额数据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农民工工资拖欠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２００８－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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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价格的货币表现形式,为保持和提升劳动者能力和素质提供物质条件.用人单位拖欠工资的行为

同时触犯了劳动合同与劳动基准法的底线[１８],属于对农民工典型的“绝对剥夺”[１９],有悖于社会底线

公平.
(４)在社会保障覆盖方面,农民工参保比例整体偏低.社会保障是劳动者基本权益的重要组成部

分,为劳动者购买社会保险是用工单位应承担的法律义务.据统计,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雇主或用工单位

为农民工缴纳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比例不仅偏低,且增长缓慢.工

伤保险比例从２４．１％提高到２６．２％,医疗保险从１４．３％提高到１７．６％,养老保险从９．５％提高到

１６．７％,失业保险从４．９％提高到１０．５％,生育保险从２．９％提高到７．８％①.社会保障支出是私营企

业经营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流动性大、组织化程度低、政府劳动保障执法力度不够、私营

企业低成本竞争等导致用工单位为农民工购买“五险”的比例整体偏低,直接侵害了农民工享有社

会保险的权益.

３．高效率、低公平劳动关系的非均衡本质

综上分析,当前农民工与私营企业形成了高效率、低公平的非均衡劳动关系.私营企业劳动关系

的高经营效率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除了学界普遍认同的产权明晰、经营灵活等体制性优势外,其
利润主要来自于低劳动成本竞争,包括采用压低劳动者工资待遇、逃避社会保障责任、降低安全卫生

条件、拒签劳动合同等不当用工手段.私营企业劳动关系低公平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城乡二元结构

体制,导致劳动力市场、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城乡分割,农民工权益缺乏与城镇户籍劳动

者平等的制度保障.农民工首先是一个社会身份群体,其次才是一个社会职业群体[２０].他们尽管在

城市务工经商,但并非“城里人”,在城市社会遭遇歧视和排斥,没有被城市政府、企业和居民当作社会

公民予以平等对待,长期与城镇居民同工不同酬、缺乏社会保障、拖欠克扣工资等决定了他们的劳动

权益备受侵害,分配公平远未实现.因此,高效率、低公平劳动关系的非均衡本质在于:转型期依旧存

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决定了农民工与私营企业劳动关系领域“弱劳动、强资本”的劳资博弈格局,利益天

平过度倾斜于资本,劳动权益严重侵蚀,收入分配显失公平,违背了社会主义追求公平正义的价值

取向.

　　三、非均衡劳动关系阻碍经济社会稳定协调发展

　　１．不利于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

劳动者的劳动技能素质与工作岗位及福利待遇相匹配是发挥劳动者潜能、实现劳动力资源优化

配置的内在要求.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者是理性的“经济人”,物质激励是激发其个人潜能、创造创

新的原动力.农民工群体在文化技能素质方面差异性显著,他们当中既有缺少文化知识及专业技能

的普通劳动者,也有掌握较高文化知识、拥有技术专长的专业劳动者.高效率、低公平的劳动关系运

行状态,往往导致具有专业技能、创造潜力的高人力资本农民工处于缺少市场识别的工作环境,较低

的工资福利待遇抑制了其进行技术创新与财富创造的积极努力,导致以经济产出为代表的效率难以

提高到应有的水平.与此同时,缺乏专业技能以及创新潜力的低人力资本水平农民工尽管获得了与

高人力资本水平农民工差别有限、甚至没有差别的工资福利待遇,但其工作的创新价值相对缺乏,显
然无助于经济效率的长远提高.各种人力资本水平的农民工与工作岗位、工资待遇并不完全匹配,不
利于经济效率的长期稳定提升.有研究发现,农民工反生产行为较为普遍,其影响因素主要来自于他

人的不公正对待[２１],非均衡的劳动关系对经济效率构成了负面影响.

２．不利于劳动关系的合作治理

劳资合作治理是构建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一种有效机制.劳动关系运行过程中,由于劳资双方

在利益追求上客观存在矛盾,如何实现劳资合作、建立利益共享机制是实现劳动关系长期稳定发展的

重要保证.现代企业治理的实践证明,充分发扬企业民主,积极吸纳员工参与决策,进行合作治理是

４８

① 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比例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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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管理方略.通过合作治理,易于在劳资双方建立起相互信任、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利益联结

机制,促使二者在利益博弈中兼顾劳动关系运行效率与公平.当前农民工共同的利益诉求正在从“底
线型”利益向“增长型”利益转变[２２],高效率、低公平运行的劳动关系不仅损害了国家法律法规明文规

定的农民工“底线型”利益,且远不能满足他们要求与企业利益同步增长的“增长型”利益诉求,劳资之

间容易形成对立乃至仇视关系,劳方认为企业对其过度剥削,资方认为农民工利益诉求过高,双方缺

少协商对话、妥协让步的民主机制,难以形成利益协调型劳动关系.

３．不利于型构合理的社会结构

社会分层理论认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分层是理想的社会阶层结构.社会上层和

下层群体占少数,中间阶层占多数的社会具有内在的稳定器功能,是经济社会稳定协调发展的社会结

构基础.其逻辑在于中间阶层在经济上收入相对稳定,利于拉动消费和投资等经济行为,促进经济稳

定增长;政治上权利主张相对温和,利于引导下层保持理性的政治诉求,促进政治稳定有序;文化上思

想观念相对理性,利于缓冲上层和下层之间的价值认同差距,避免社会价值观念过于激进.高效率、
低公平的劳动关系运行状态下,农民工劳动收入十分有限,直接制约其文化水平提高和思想观念提

升,他们由社会下层上升进入中、上层的社会流动机制受阻,导致中国目前“倒丁字型的社会结构”[２３]

难以根本改变,各种社会矛盾引发的社会张力交织积聚,乃至发生在一些地区或企业的劳资纠纷升级

演化为社会群体性事件.

４．不利于凝聚劳动伦理共识

分工、合作、信任是不同经济主体之间建立有机联系,实现互利共赢的基本经济行为准则.农民

工作为劳动者,拥有劳动力,私营企业作为雇主,拥有资本.劳动力的作用在于创造财富,资本的功能

在于辅助财富创造,二者分工合作的成果便是满足社会需求的各种商品和服务产出,成为实现劳动者

和企业利益诉求的物质载体.在高效率、低公平的劳动关系运行状态下,尽管企业的利润目标得以实

现,贯彻了效率原则,但劳动者偏低的工资福利待遇决定了其利益诉求并未满足,乃至他们难以体面、
有尊严地工作和生活,偏离了劳资双方互利共赢的行为准则.尊严是一种普遍存在且不断演进的人

类本性或情感[２４],劳动关系的低公平运行导致劳资双方难以形成尊重劳动、体面工作、分工合作、平
等互利、和谐共处等劳动伦理共识,劳动关系运行缺乏民主机制和人本精神,劳资矛盾难以及时妥善

化解,劳资冲突容易走向激化.

５．不利于利益关系协调稳定

利益均衡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形成和保持经济主体之间既相互独立、又有效制衡的利益分配格

局,是建立经济利益共享机制、有效协调社会利益关系、促进劳动关系稳定和谐的基本前提.高效率、
低公平的劳动关系运行状态下,劳资双方之间在经济收入上的差距过大,以及由此导致的经济、政治、
文化和社会地位悬殊,形成了“阶层断裂”.农民工与私营企业主割裂为相互漠视、缺乏沟通的两大无

关联社会群体或相互仇视群体,蕴含着巨大的社会风险.在特定社会事件的催化诱导下,容易引发剧

烈社会冲突乃至流血伤亡事件,对社会利益关系的协调稳定构成严峻挑战.

　　四、提高劳动关系的公平性是构建效率与公平均衡的劳动关系之规制
路径

　　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证明,提高经济效率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维护社会公平是必要条

件.在当前劳动关系调处机制尚不健全,劳资争议多发频发的背景下,政府、雇员、雇主等劳动关系利

益相关者应协同行动,创新劳动关系规制路径,共同致力于提高劳动关系公平性、构建效率与公平均

衡的农民工与私营企业劳动关系.

１．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回归农民工应有身份

受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影响,农民工尽管在城市非农就业,但由于身份是农民,无法享有附着在

城镇居民户口上的劳动就业、工资收入、社会福利等各种待遇.统计研究发现,城乡户口在教育、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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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养老、社保等方面的待遇差别高达３０多项①.从本质上看,户籍制度是一种“社会屏蔽”(social
closure)制度,即它将社会上一部分人屏蔽在分享城市的社会资源之外[２５].农民工被排除在城镇教

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社会福利之外,包括与城镇居民同工不同酬等导致他们处于城市社会底层,属
于弱势群体,在劳动关系上从属或依附于资本.应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等为指导,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消除农民工的户口和身份歧视,回归其

应有的中国公民身份,实现城乡居民平等就业,享有同等劳动待遇.

２．强化政府劳动关系治理职能,切实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

明确政府在转型期劳动关系中的地位角色是发挥政府职能,促进劳动关系公平,实现农民工与私

营企业劳动关系效率与公平均衡的基本前提.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政府在劳动关系中扮演着规制者、
监督者、损害控制者和调解与仲裁者等四种角色[２６],政府主导型的劳资关系调整模式将成为发展和

稳定我国劳资关系的基础[２７].应强化劳动立法执法,贯彻劳资正义价值理念[２８],将劳动关系切实纳

入法治化管理,倡导企业建立寻求效率、公平与员工话语权平衡的劳动关系目标[２９],促使企业严格遵

守劳动法制.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理顺劳动与资本的分配关系,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３０],进一步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使农民工劳动收入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具有竞争力的水平

内[３１],切实保证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从技术、制度、政策、法律等方面进一步解

决农民工社会保障覆盖低、异地转移接续难和支付使用手续繁琐等具体问题,使农民工无论身处何

地、从事何业,均有保证他们工作有体面、劳动有尊严的社会保障支持.

３．促使农民工组织规范发展,提升组织化维权能力

劳资平等对话协商是建立效率与公平均衡的劳动关系之组织化基础.农民工有机组织起来,通
过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机制维权是其维护劳动关系公平的根本出路.农民工人数多、分布区域广、社
会流动性大、组织依托少、发展欠规范等是当前农民工维权组织成长壮大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农民工

工会作为正式的劳工组织制度安排,数量偏少、入会率低、维权功能有限;农民工草根组织作为非正式

的劳工组织制度依托,数量众多、参与率高、合法性身份存疑.参加社会组织数量越多的女性农民工

更易采取维权行为[３２].农民工应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政策导向下,牢固树立通过组建正式劳

工组织、依法依规维权的价值取向,积极建立和主动加入各级各类工会组织,自觉摆脱长期形成的“草
根维权”路径依赖,以兼具企业雇员与现代公民的双重身份,规范发展制度化的维权组织,努力提升组

织化维权能力.

４．推动企业发展转型升级,培育市场核心竞争优势

私营企业是吸纳社会就业、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主体.在当前劳动力总体上供过于求、社会就业

形势日趋严峻、多数私营企业廉价劳动成本优势面临国内外严峻的竞争挑战背景下,企业应直面国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指向,充分重视企业转型升级和市场声誉塑造,主动

调整经营发展方略,探索建立新的竞争优势.加强技术创新和企业品牌建设,尊重和保护员工劳动权

益,积极改善劳动用工环境,提高农民工工资福利待遇,建立劳资协商沟通机制,培育基于创新能力的

企业核心竞争优势,努力转向依靠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创新驱动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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