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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民营企业中的劳工关系问题，主要的不是民营企业与下岗的原国有企业工人的关系问

题，而是民营企业业主与广大来自农村的新生的产业大军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基本事实，决定了当前中国劳

资之间关系所呈现的不发达性，原始性。从性质上说，民营企业中劳工关系上出现的矛盾与冲突，要比国有企

业改制过程中发生的劳动纠纷缓和。如果我们要构建一个在长期内能和谐共处的劳资关系，就需要纠正两种误

区：一是拿处理原有的国有经济或国有企业内部企业主与工人的关系准则套用到民营企业的劳资关系上；二是

拿过去 7 年内我国政府在特定社会转型期内采取的对下岗职工的特种优惠政策推广到民营企业内的劳资关系

上。我们所缺乏的，恰恰是如何按市场机制来平和地、低成本地、有效地处理日常的、大量发生的劳资关系问

题。  应适当降低社会保障标准，使企业法定的参保成本让大多数民营企业承受得起，这才会既有利增加就业，

又有利于提高职工工资，还有利于提高社会保障的人口覆盖率。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应充分考虑我国的生产力

水平与农民工的机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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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民营企业中的劳工关系至关重要，这种重要性来自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1）随着国有

经济与国有企业的重组与改制所伴随的大批量安置下岗工人的就业任务的压力高峰在 2004 年

已经过去，在今后一、二十年乃至百年内，中国非农劳工的就业将主要通过非公有制企业所提

供的岗位来实现，因此，关注民生、关心就业，关心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实质上应主要体现

为对非公有制企业中的职工状况的关心。（2）在 1997年以来至 2004年的 8年中，我国各级政

府在劳工问题上的头等大事是安置、帮助原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再就业与社会保障。现在，由

于 8年前的 40-50（女工 40岁，男工 50岁）职工实质上已接近老年或进入生理上的自然退休年

龄，下岗、再就业这种市场转变时期所特有的社会现象与政治任务已经逐渐淡出，各级政府所

面临的会是常规型的失业、工资、社会保障与劳工问题，这就是新生的劳动力就业大军如何就

业？经常性的失业与社会保障问题如何解决？全社会的劳工与企业主的关系如何处理？劳动力

市场该怎样和谐、健康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3）也是更为

根本的是，按中国共产党的“三个代表”指导思想与“以人为本”的执政宗旨，劳工问题必定

是我们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问题之一。在今后 5至 10年内，我们如何架构一个立足

于长远的劳工关系体制？这乃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在今后 100 年内长治久安的大问题。而当前

出现于民营企业中的劳工关系的种种问题，从根本上来说，乃是由于我们还尚未建立起合理处

理劳工关系的良性体制。因此，非公企业中的劳工关系是今后全社会劳工关系的主体，并且非

公企业的劳工关系又会不同于过去我们公有企业中工人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我们应基于市场经

济的准则，将社会主义原则体现到、落实到合理处置非公企业的劳工关系中去。 

必须指出，严格说来，“民营企业”与“非公企业”并不是一个概念。“非公企业”包含一

切非公有制企业，包含外资与港、澳、台资企业，也包含中国内地的民营企业。而“民营企业”

则不包含外资与港、澳、台资企业，只是中国内地一切非国有的企业的总称。由于我们所研究

的劳工关系问题有不少是发生于外资、合资企业内，又由于民营企业中有不少也是与外资、港、

澳、台资合营的，并且所有的非公有企业在对待劳工的态度上又有共性，因此，在本文中，我

们将“非公有企业的劳工关系”与“民营企业的劳工关系”笼统合并，在行文中不再一一区分。 

本课题拟对非公企业中劳工关系的现状与存在问题作一个初步分析。文章的结构安排如下，

在第二节，我们将给出当前中国就业结构的历史演变，并分析民营企业职工来源与结构，这是

我们分析非公企业劳工关系的出发点；然后在第三节，我们逐项分析当前民营企业中劳工关系

的存在问题；第四节将对这些问题的产生原因作出分析。最后，在第五节，给出作者的政策建

议并对全文作出总结。 

二、中国就业结构的演变与民营企业劳工来源 

在中国的总就业结构中，民营企业的就业比重现已超过了国有企业的就业比重。这一变化

对我们理解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变化、民生问题的由来是十分重要的。 



 5

表 1：城乡各类企业就业结构（1952—2003年） 

城市（％） 农村—乡镇企业（TVE）（％） 合计 

年份 国

有

企

业

与

事

业

单

位 

集

体

企

业 

股

份

有

限

责

任

制 

其

他

私

有

制 

港

澳

台

资 

外

贸 

个

体 

农业

（第

一产

业）

未知

（统

计误

差）

城

市

合

计 

农业

（第

一产

业）

集

体

合

作

私

营

个

体 

乡

镇

企

业

合

计 

未知

（统

计误

差） 

农

村

合

计 

百

分

比

万 

1952 8 － － － － － － － 4 12 84 － － － － － 4 88 100 20729

1962 13 4 － － － － 0.8 － － 18 82 － － － － － － 82 100 25910

1970 14 4 － － － － 0.3 － － 18 81 － － － － － 1 82 100 34432

1980 19 6 － － － － 0.2 2 －2 25 67 7 － － － 7 1 75 100 42361

1990 16 6 0.2 0.1 － 0.1 1.0 1 2 26 59 7 1.3 6 － 14 1 74 100 63909

1995 17 5 0.5 0.7 0.4 0.4 2 1 2 28 51 9 1.3 9 － 19 2 72 100 67947

1996 16 4 0.6 0.9 0.4 0.4 2 1 2 29 50 9 1.4 10 － 20 2 71 100 68850

1997 16 4 0.7 1.1 0.4 0.4 3 1 3 29 49 8 － 7 4 19 3 71 100 69600

1998 13 3 1.5 1.4 0.4 0.4 3 1 6 30 49 7 － 7 4 18 4 70 100 69957

1999 12 2 1.7 1.5 0.4 0.4 3 1 7 30 49 6 － 8 4 18 3 70 100 70586

2000 11 2 1.8 1.8 0.4 0.5 3 — 11.5 32 46.3 — — 1.6 4 18 3.7 68 100 72085

2001 10.5 1.7 2.1 2.1 0.4 0.5 3 — 12.5 32.8 45 — — 1.6 3.6 18 4.2 67.2 100 73025

2002 9.7 1.5 2.5 2.7 0.5 0.5 3 — 13.2 33.6 44 — — 2 3.4 18 4.4 66.4 100 73740

2003 9.2 1.3 2.8 3.4 0.5 0.6 3 — 13.7 34.5 － — — 2.4 3 18 － 65.5 100 74432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2004年）多年版本 表 5－4，表 5－7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0年、2003年 表 1－19 

《中国乡镇企业统计年鉴》1999年 

 

 

 

表 1大体反映出如下趋势： 

（1）国有单位内的就业规模在 1995－1996 年达到最高水平（为 1.12 亿人），以后逐年下

降，仅 1998年一年内国有单位职工人数就下降 1986万，1999年至 2002年，每年减少 500万



 6

左右。总的说，在过去的 7年（1997-2003年）间，国有单位就业人数共减少 4368万。如果考

虑到国有企业每年新增加的就业量对国有单位就业人数下降趋势的抵冲，则在过去的 7 年间，

国有单位实际裁员与压缩就业的人数在 6000万以上。这 6000万原国有企业的职工，大约有 30

％进入了民营企业就业，即城市现有的 6000万民营企业职工中，大约有 2000万职工来自于原

来的国有企业，占城市民营企业职工人数的 1/3。这是我们分析现阶段中国民营企业劳资关系的

重要出发点。这部分来自于原国有企业的职工进入民营企业，不可避免地要把国有企业地劳动

关系作为参照系来评判自己在民营企业内的待遇与地位。民营企业内劳资关系在现阶段的矛盾

与冲突在很大程度上会反映原国有企业职工在社会转型期面临的地位、身份转变所产生的失落

与不满。 

（2）就全国范围看，城乡民营企业中的就业规模早在 1998 年左右就超过了国营企业的就

业规模，一旦乡镇企业经过了改制转为民营企业，仅仅由于乡镇企业中的就业规模比现有的国

有企业的就业规模大，就足以使国营企业中的职工人数小于民营企业中的职工人数。如仅考察

城市中的职工分布，那么，到 2003年，各类私营企业（含股份制企业、外资与港澳台资企业）

中的就业规模，也超过了国有企业的职工规模。这就是说，在过去的 6－7年间，中国工人阶级

的数量分布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原来以公有制企业职工为主体转变成为以私有制企业的职

工为主体。由此而来必定会引起工会工作的重心与方针的相应调整。 

（3）城市就业统计中的“未知”（统计误差）项所反映的是在城市工作但工作性质不确定

或不详的农民工，这部分人的人数到 2002－2003年已达 1亿（占 7.3亿劳动人口的 13.7％）左

右。其规模不但超过了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职工人数之和，也超过了正式（formal）的民营企

业（所有类别的私有制企业）中的就业规模。从国家级的统计数据来说，这部分以城市“未知”

形式出现的农民工的产业归宿可能主要属于第二产业，其中尤其可能属于建筑业。如果我们将

城市与乡村两部分就业统计中的“未知”项加在一起，便可发现，这部分带有季节性与流动性

的产业工人大约占中国全部 7.4亿劳动人口的 18％，相当于 1.33亿人。这就是说，非正式的农

民工已经占到全部城市职工的 50％以上。我们如果要关心劳工阶层，那么就必须重视与关心农

民工。 

（4）表 1 还显示，在全国就业结构中，至 2003年，城市的就业比例已经从 1980 年的 25

％上升了 9.5个百分点，但恰恰在这 25年间，国有与集体企业就业占全国就业的比重下降了近

14.5个百分点。这就意味着，城市民营企业的就业贡献了全国总就业的 24％，差不多达四分之

一，达 1.8 亿个劳动岗位。过去的 10 年，中国的国有经济确确实实经历了岗位毁灭（Job 

destruction）的过程，而中国城市的民营企业则实实在在起到了岗位制造（Job construction）的

作用。中国城市就业人口比重的大幅提高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基本上应归功

于民营经济与民营企业。这个结论完全可以从表 1中读出来。 

我们再来看民营企业的劳工来源结构。 

中国民营企业分为城乡两部分。乡镇的民营企业主要是上世纪 90年代中期后经过改制由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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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性质的乡镇企业转化而来的私人企业。这类乡镇民营企业的职工，基本上是农民工，在 2003

年，其人数达 1.7 亿左右，占全国总就业人数（含农业人口）的 23.4％。据抽样调查，这部分

在乡镇民营企业中就业的职工中，只有大约 3.6％是来自大城市，3.6％－4.3％是来自于县城，

其余大约 93％至 96％是来自于企业所在的乡镇①。即农村民营企业的职工没有出现大范围的地

域流动，只是在本乡、本县内流动，虽然离开农业，但是由于家庭、社区的紧密联系没有遭到

破坏，个人在社会转型中较少痛苦。现阶段民营企业的劳工关系中，这部分职工所处的劳资关

系是较为缓和的。 

城市中民营企业的职工来源则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城市新增劳动力、原国有单位的下岗职

工与农村劳动力。表 2给出了城镇新就业人数的主要来源信息。 

表 2：历年城镇新就业人数的就业人员主要来源 

单位：万人 

年份 合计 城镇劳动力 农村劳动力 大学、中专、技校毕业生 其他 国有单位

1997 710 260 190 225 35 226 

1998 720 329 180 181 30 230 

1999 710 342 171 167 30 280 

2000 690 337 177 146 30 260 

2001 780 419 194 140.6 25.6 314 

2002 880 463 248.9 144.9 23.2 307 

资料来源：《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年鉴》2003年。 

 

每年除部分大专院校毕业去国有单位就业外，大部分城镇就业人员就基本上在民营企业内

就业。 

请注意，表 2 里最右列来源于“国有单位”的劳工是包括在“城镇劳动力”这一来源之中

的，如果我们看“国有单位”下岗人员占城镇劳动力来源的比例，就不难发现，这个比例已从

1997年的最高值（87％）下降为 2002年的 66％，5年内降了 20个百分点。这反映出城市中的

就业压力在向新生的劳力过渡。 

尽管表 2 只是关于城市所有的新劳力的增量来源分布，但由于民营企业的职工主要是由这

10多年中我国新劳力就业累积而成的，因此，表 2实质上向我们提供了城镇民营企业劳工来源

的结构的近似值，即中国城镇民营企业的职工大体上由四部分构成： 

 

（1）来自于原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约占 1/3。 

（2）部分大专院校毕业生，这主要在外资、港澳台与有限责任的股份公司就业，这部分约

占城镇民营企业新职工的 1/10，是民营企业中的白领。 

                                                        
① 戴建中：《我国私营企业劳资关系研究》，《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 1期第 14-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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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农民工，约占民营企业新职工来源的 1/4。 

（4）城市新成长的劳动力，约占民营企业职工人数的 1/3。 

这四种来源于不同背景的职工进入民营企业，由于进入企业时的社会条件与政治条件不一

样，因此在与民营企业主之间的劳动契约关系上，就处于不同的地位。 

·有大专文化背景的毕业生，一般会成为民营企业的白领，一般总是与企业主签订标准的

劳动合同，并且能享受标准的社保福利； 

·来自于原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尽管他们进入了民营企业，但由于政府与社会的各方支

持，他们在进入民营企业时，政府就出面帮助他们与民营企业主签订劳动合同。因为中国政府

在过去几年中出台了相关政策规定，如接纳下岗工人占企业总职工人数 30％以上，又与这类下

岗工人签订三年之上劳动合同的商业服务类企业，可以免缴营业税；如属制造业，则可享受所

得税优惠。这一系列政策，是城市民营企业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的覆盖率达 40％左右的重要原

因。对照一下表 2 中所给出的来自“国有单位”的职工占每年新增就业的比重（在 32％至 40

％之间），我们不难推知，城市民营企业目前与职工的劳动合同关系的覆盖面，实质上基本上是

落在其所接纳的原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上。而这种劳动合同关系的建立，由于带有政府支持与

强制背景，并不出于企业主之自愿自觉，从而具有不稳定性，也说不上持久性。 

·民营企业中来自于“农村劳动力”与“城镇新产生的劳动力”（即表 2里“城镇劳动力”

减去“国有单位”后所剩下的劳动供给量）在企业中的地位就远不如前两类职工。尤其是来自

于农村的劳动力，其地位与境况更成问题。根据表 1的数据，我们可以推算出，2003年，由于

在城镇非公企业中的就业总人数在 7666 万左右；按表 2 给出的来自农村劳动力约占民营企业

1/4的比例推算，则可知道，在非公企业中，大约有 1900万职工是来自于农村。应注意，这 1900

万职工是已纳入正式的城镇就业统计之内的职工，而这个数字并不包括前述处于季节性与流动

状态的非正式的 1亿左右的“农民工”。如果把“正式”的与“非正式”的农民工相加，则可知，

在中国目前，城镇民营企业或非公企业中来自农村的产业大军规模达 1.2 亿左右。再加上在乡

镇民营企业就业的 1.7亿职工，我们便可得出结论：大约有 2.9亿农业劳动力目前在民营企业中

就业，其中 1.7亿在农村的民营企业，1900万已正式进入城市民营企业，另有 1亿农民工处于

城乡边缘上，属于民营企业非正式的职工。 

因此，中国民营企业中的劳工关系问题，主要的不是民营企业与下岗的原国有企业工人的

关系问题，而是民营企业业主与广大来自农村的新生的产业大军之间的关系问题。（当然，城市

新生的就业者与民营企业业主之间的关系，也应该受到我们的关注。）这个基本事实，决定了当

前中国劳资之间关系所呈现的不发达性，原始性，甚至还可能发生某种野蛮性。这也决定了，

如果我们要构建一个在长期内能和谐共处的劳资关系，则应树立一种发展的观念。这就需要纠

正两种误区：一是拿处理原有的国有经济或国有企业内部企业主与工人的关系准则套用到民营

企业的劳资关系上；二是拿过去 7 年内我国政府在特定社会转型期内采取的对下岗职工的特种

优惠政策推广到民营企业内的劳资关系上。这两种政策与法律准则是中国各自在计划经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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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转轨时期处理劳工关系的准则。对第一类准则，我们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对第二类准则，

我们也是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与成本，且这是由于政府干预与财政支持才得实施的。如果要求

民营企业业主在对待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产业大军上也实施这两类准则，并单独承担这两类准则

的实施成本，则会使企业不堪负担。 

在详尽分析政策与准则之前，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目前在民营企业的劳工关系上所存在

的问题。 

三、当前中国非公企业中劳工关系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对非公企业中劳工关系当前所存在的问题，国内学术界与媒体工作者已作了大量的研究。

但这些研究或基于某个抽样问卷调查，或侧重于某一事件的分析，缺乏总体的、全局的把握。

而我们的分析则侧重于运用公开的统计资料，以便给出全貌。综合起来，非公企业中劳工关系

目前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工资水平 

在不少地区与行业，尤其在农民工集中的矿山采掘、建筑建材业中，农民工从事较危险、

艰苦的工作，但工资水平却较低。据《山西省农民工权益保障状况调查报告》，在山西省，目前

107万连续工作 3个月以上的农民工中，约有 8.6％的人月平均工资在 300元以下，约有 24.3％

的人月平均工资在 300元至 500元之间，均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约 27％的农民工不能按月

领取工资。此外，15.69％的农民工每 3 个月领一次工资，9.82％的农民工半年或半年以上领一

次工资。 

据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的研究报告，在过去的 12年中，珠江三角洲民工的月工资只上

升了 12元。而猪肉与大米的价格已涨了 3倍以上，公务员的工资也涨了 5倍以上。因此，民工

的实际工资事实上下降了。在深圳、东莞，在不少由台资与港澳资经营的企业中，工人的月基

本工资为 450元，刚达到劳动法规定的每周 44小时工作的报酬，也恰好是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

工资。 

个案的材料总带有特殊性，那么，民营企业的职工工资水平在总体上看究竟如何呢？请看

表 3（A表与 B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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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工资价位与企业类型 

33个城市企业单位不同职位职工工资价位抽样调查资料（1999年） 

（A） 

内资企业 调查人数 1998年平均工资（元） 1999年平均工资（元）
国有企业 288349 10914 9497 
集体企业 46974 8184 7535 
股份合作企业 15554 9081 8008 
联营企业 2909 12483 11590 
有限责任公司 29506 11290 10216 
私营企业 1193 13807 14398 
其他企业 5025 11631 10451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13756 13902 13067 
外商投资企业 167777 16907 15702 

资料来源：《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0年。 

 

33个城市企业单位不同职位职工工资价位抽样调查资料 

（B） 

内资企业 调查人数 

648424 

2000年平均工资（元） 

9608 

2001年平均工资（元）

11075 

国有企业 413065 9991 11493 

集体企业 67643 7454 8271 

股份合作企业 17381 7685 8912 

联营企业 2592 10027 11960 

有限责任公司 82542 8702 9975 

股份有限公司 58544 11382 13779 

私营企业 2638 6551 6832 

其他企业 3352 9256 9771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14655 12553 14666 

外商投资企业 26825 18679 21380 

资料来源：《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1年、2002年。 

 

表 3显示：在 2000年与 2001年里，劳动工资水平既与民营化程度有关，又与企业正规化

管理有关。外企中工资最高，其次是港澳台资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一般的私营企业的工资水

平仍排在最后。 

表 3（B）与（A）之间有一点差别，即将“私人企业”中的“股份有限公司”从“私营企

业”中划了出来，结果，私营企业中职工的平均工资就清晰地呈现出 6551元（2000年）与 6832

元（2001 年），即职工月工资平均为 550 元至 570 元之间。这与我们上面所引的山西与广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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莞的民工工资的情况大体一致。这表明，在雇佣农民工较多的技术水平较低的私营企业中，职

工的工资水平只相当于国有企业工资平均水平的 2/3左右。 

不过，非公企业中的外资企业与港澳台商企业的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是高于国有企业的平均

工资水平的。如表 3（B）所示，在 2000年与 2001年，外资企业中职工的平均工资大约为国有

企业平均工资的一倍左右。对于这类外资企业中的工人来说，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倒并不是工资

水平，而是非工资的福利与社会保障水平。 

如果我们根据全国普查而非抽样的数据，同样可以看出技术水平较低的民营企业的职工工

资水平低这一事实。表 4给出了从 1998年至 2003年全国各类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的数据。拿每

年数据作横向比较表明，非公企业中的职工工资，“股份合作”类与“其他”类最低，只相当全

国职工平均工资的 70％左右。尽管每类企业的职工工资在这六年中都在上升，但国 

表 4：各类企业职工平均工资比较 

（1998年—2003年） 

（单位：元） 

年份 国有 
股份 

合作 
联营 

有限责

任公司

股份有

限公司
其他 

港、澳、

台商企业 

外资 

企业 
总体

1998 7668 6054 8431 7750 8833 6133 10027 11767 8972

1999 8543 6709 9501 8632 9720 8425 10991 12951 9829

2000 9552 7473 10663 9766 11131 10223 11914 14372 10984

2001 11178 8398 11887 10993 12385 11621 12544 16101 12140

2002 12869 9484 12451 11997 13850 10242 13756 17892 13212

2003 14558 10575 13531 13392 15857 10572 14691 19366 14574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4年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4年 

 

有企业的职工平均工资几乎上升了一倍，而“股份合作”类企业的工资只上升了 74％，“其他”

类企业的平均工资只上升 72％。 

从上面所列的关于民营企业工人工资的个案、抽样统计、总体统计数字三方面材料中，我

们可以看出，从总体上看，中国民营企业的职工工资水平是正常的，问题只是局部、地区性的，

而且主要发生在大量雇佣农民工的企业里。从地区上说，反映农民工工资水平低的呼声主要集

中于珠江三角洲的来料加工型的合资企业中，尤其是台资企业里，据不完全统计，仅 2004年，

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千人以上的工人集体抗议事件就有二三十起②，且起因主要是工资低。但同

样是民营企业集中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民营企业中工资问题却没有引起尖锐的劳资冲突。原因

在于浙江、江苏的民营企业主要是家族型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带民间事实上已形成了劳动

                                                        
② 吴奉彬：《珠三角劳资危机调查》，载《商界》2005年第 1期，第 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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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市场，各家企业给的工资差不多，工人没有必要再到处跳槽。从行业上看，工资低的问题集

中发生于矿产（煤矿）、建筑与城市服务业这三个产业。但是，根据全国 15 个大产业就业人员

平均劳动报酬的对比，我们发现，在所有的行业（除掉政府机关这一部门）中，在 1994年—2002

年间，非公有的企业、事业单位的劳动报酬，平均说来都高于国有单位与集体单位。（见《中国

劳动统计年鉴》（2004年），第 51-52页）。因此，就全国说来，我们得不出工资问题酿成民营企

业劳资关系全面紧张的结论，这是对现阶段非公企业劳资关系状况的一个基本判断。 

 

2．劳动程度与劳动时间 

民营企业中，尤其是中外合资企业中，职工的劳动强度要大于同行业的国有企业，这已是

人们的共识。据抽样调查，合资企业里 95％以年的职工每天下班后都感到身心疲劳，有 21％—

23％的职工严重地感到疲惫不堪。至于劳动时间，请看下列两个案例： 

案例 1（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对武汉 20家合资企业的调查）： 

资料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00.2.第 102页。 

中外合资企业雇工平均每天劳动 8小时的占 65.6％，有 33.4％的雇工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

超过了国家规定的 8 小时，在日常制度化休息日方面，雇工平均每月休息 5.8 天，有 23.7％的

雇工每周加班 1次，19.4％雇工每周加班 2次，6.5％的雇工每周加班 3次以上。如果加班，一

般时间在 2小时以内的占 20.1％，2小时—4小时的占 35.9％，7小时—8小时的占 31.5％，10

小时以上的占 15.2％，加班的报酬有多种形式，有 29.3％的雇工从来拿不到加班费，有 12.0％

的雇工只得到象征的一点加班费。 

案例 2：（珠江三角洲合资企业） 

《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要休息 1 天，每天法定工作时间为 8

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 44小时。但珠江三角洲的农民工每天工作 12—14小时者占

46％，没有休息日者占 47％。 

 

为什么实际上民营企业的劳动时间长？原因在于工人自愿。据调查，90％以上的员工表示

愿意加班。“只要给钱，我们愿意加班。”来自四川农村的杨勇，1998年到珠三角打工，先后在

4 家公司干过，超时加班在每一家企业都是家常便饭。刚到时，他的月工资只有 600 元，但月

收入能拿到 1200元左右的，“另外的 600元收入靠的就是加班。目前我所在的这家电子产品企

业，每天加班 5小时，每月只休息一到两天，遇到赶工季节，最多时我一天要干 16小时。”由

于加班是基于工人自愿，从而，在深圳市劳动监察大队，实际在劳动加班问题的执法上有条不

成文的“三条基本线”：一周必须保证工人休息一天，每天最多加班 3小时；加班必须是工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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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不能有举报；必须按标准给加班费③。 

民营企业中的劳工的劳动时间过长，在全国带有普遍性。在山西，约有 84％的农民工不能

享受法定休息时间，约 45％的人没有休息日，连续超负荷劳动。这个问题不但严重损害了广大

工人的身心健康，而且也违反国际劳工标准，进而影响民营企业的出口贸易与业务发展。比如

1991年从台湾迁到东莞的兴昂公司，目前工人总数已达 3.5万人，每年为锐步、耐克等著名的

国际品牌生产近 3000万双鞋，销售值超过 30亿元人民币。进入 2004年后，随着欧美国家开始

强制实施 SA8000（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跨国公司在采购时对供货商有了减少工人加班工时的

要求，如耐克就明确要求每月加班不超过 36小时。在此压力下，兴昂开始尝试让工人减少加班

时间，但工人劳动时间减少后工资也应声下落，劳资关系因此而恶化。④ 

 

3．劳动条件 

部分现代化水平不高的民营企业生产条件恶劣。据调查，2003年全国死于工伤人员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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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个农民工集中的行

业，农民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 80％以上。 

2004 年 1—4 月全国煤矿发生伤亡事故 1093 起，死亡 1589 人，死伤的主要是农民工。在

这 4个月期间，全国建筑业共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586起，死亡 605人。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

建筑业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占 80％以上，而建筑施工安全事故中受伤害的 90％也是农民工。另

外据统计，在危险化学品生产行业中，我国每年发生职业中毒 5 万多例，其中化学性中毒 1.1

万多例，农民工首当其冲成为受害者。 

 

4．劳动契约化程度 

劳动契约化程度是与企业组织程度高度相关的，不少民营企业由于本身组织程度低，因此，

其与来自农村的农民工的关系上，就呈现出合同签订率低并且不规范的问题。在山西 107.4 万

农民工中，大约有 26％的农民工没有与用工单位订立劳动合同。在签订的劳动合同中，不规范

的超过三分之一。案例 3是关于民营企业较集中的浙江省台州市劳动契约签订率现状。 

案例 3⑤：浙江台州民营企业劳动契约化程度 

（台州市委党校） 

在民营经济发展极有代表性的浙江台州问卷调查了 81名业主、251名中层管理人员和 352

名普通工人，并对 87家企业中的 87名业主、1168名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及 19498名工人的情况

进行了较全面的统计分析。雇工中有近 50％的人在进入企业时与企业主签订劳动合同，近 30

％的人有过口头协议，其余人既无文字又无口头协议，而雇员与业主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要高

                                                        
③ 资料来源，同注②。 
④ 资料来源同②。 
⑤ 许峰：《民营企业劳资关系现状、问题及对策》，载《经济纵横》2004年，第 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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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约占 70％左右。业主与雇工、雇员的劳动合同一般内容简单、粗糙、不规范。许多企业

签订的劳动合同中没有规定雇工的雇佣期限，甚至没有涉及工伤处理相关的诸如发生工伤后的

工资发放、医疗、抚恤等内容，且经常出现与《劳动法》相背的违法条款，如有企业规定拖发

三个月工资，辞职的雇工、雇员提出书面辞职申请待批准后 45天方能离开本单位。 

在中外合资企业里，劳动合同签订率要比城市乡内资民营企业高一些，但大多数外资企业

与合资企业一般只与职工个人签订劳动合同，而不愿与工人整体签订集体合同。 

尽管政府机构报告宣布目前全国城镇各类企业的劳动合同签订率达 95％以上。然而，我们

从劳动保险监察案件结案情况看，2002年与 2003年，每年仍有 5—6万个案件涉及劳动合同的

签订，使 730万至 900万职工得以签上劳动合同（见表 5）。由于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 

表 5：劳动合同的补签状况 

年份 劳动保障案件总数 劳动合同的订立与解除案件数 补签劳动合同的工人数（万）

2002年 233747 53828 730.9 

2003年 263567 64264 895.0 

资料来源：《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3年，2004年。 

 

发生补签劳动合同的案件的概率很小，因此，上表中每年涉及的补签合同的近千万工人，基本

上是发生于非公企业中。 

 

5．劳动保障 

工人工作岗位从传统的国有企业转换到民营企业，可能会获得比原来高一点的工资水平，

但同时会失去原来社会保障体制所提供的保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收入与保险之间的替代。

民营企业对职工的福利待遇上，存在企业主不愿缴社会保险的问题。 

2004 年 11 月，据上海市劳动监察总队有关人员介绍，为期一个多月的社会保障专项检查

中，共接受投拆、举报 2129 件，被查处的单位中，未缴社保的国有、集体和机关事业单位共

169户，占 14％。个体、私营、股份制、有限责任制公司 748户，占 60％；外商投资、港澳台

投资企业 285户，占 23％；其他单位 34户，占 3％。 

当然，民营企业不愿参加社会保障，既有业主方的原因，也有职工方的原因，因社保成本

有一部分是要由工人来承担的。例如山西省，在 2004 年全省就有 40％的农民工未参加任何社

会保障。用工单位普遍认为参保会增加用工成本，而农民工则因为不能立即受益也不愿投保，

他们宁愿省下钱带回家。 

我们没有获得全社会各类企业参与社会保障制度的总体数据，但根据 2002年与 2003年末

各类企业参加失业保险人数的对比分析，大体可以看出非公有企业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上的滞

后倾向（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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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城镇各类企业年末参加失业保险人数 

（2002—2003年）（单位：万人） 

年份 合计 
国有 

企业 

集体 

企业 

非外资民

营企业 

外资 

企业 

事业 

单位 

其他 

单位 

2002 

参保人数 
10181 5159.4 1210.1 1048.2 576.3 2053.1 137.3 

2002年 

城市就业人数 
24780 5029.9 1122 3826 758 2723.5 — 

2003年 

参保人数 
10372 4884 1125 1328 693 2175.3 167.8 

2003年 

城市就业人数 
25639 4692.5 1000 4615 863 2724.2 —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4年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3年，2004年。 

从上表中不难看出，在 2002年与 2003年，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的实际参保人数都高出实

际就业人数，说明参加人员中含有下岗与离退休职工。相反，在非公企业中，参保率就远远小

于 1。其中，外资企业的参保率在 2002年达 76％，在 2003年为 80％；而内资类的民营企业（不

含个体企业），职工参与失业保险的比率在 2002年为 27.4％，在 2004年为 28.8％。 

 

6．民营企业中工会组织的发展 

由于在非公企业中工人是弱势群体，面临资方，职工需要有代表自己利益的工会组织来维

护劳工权益，增强谈判力量。实际上，工会的组建与发展，不仅有益于职工方，也会有益于资

方。因为如果工会集体出面与资方谈判，就可以大大减少目前局部地区个别企业由于少数职工

不满所引发的恶性事件，也有助于使劳资矛盾按平和、市场交易的方式加以解决，避免近年来

频频发生的劳资过激冲突。 

我们从三个量纲来度量基层工会组织在民营企业中的发展程度，一是用（工会组织数/企业

数）来度量企业中建立“工会基层组织的覆盖率”；二是用（工会人数/有工会的企业的职工人

数）来定义“工会入会率”；三是用各类企业中已建立的工会组织数工会总数的百分比来考量工

会组织在全国的分布。 

先看工会组织的覆盖率（见表 7）。我们发现，平均说来一个国有企业内有 5.11个工会基层

组织，一个集体企业内有 3.73个工会基层组织。在非公企业，内资型的私人企业与“其他企业”

在工会组织发展上做得并不差，一个私人企业内平均说来已组建了 3.68个基层工会组织，而“其

他企业”内工会覆盖率更高。从表 7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组建工会组织的死角在“港、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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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各类企业内工会组建的现状 

 企业数（或单位数） 工会组织数（个） 就业人数（万人） b/a 

国有企业 23200 118587 3066.7* 5.11 

集体企业 22500 83842 1000 3.73 

股份合作企业 9300 25916 173 2.79 

联营企业 1700 3930 44 2.31 

有限责任公司 26600 35364 1261 1.33 

股份有限公司 6300 16790 592 2.67 

私营企业 67600 249029 2425 3.68 

其他企业 400 3929 2377 9.8 

港、澳、台资企业 21200 11951 409 0.56 

外资企业 17400 13052 454 0.75 

事业单位 1403384 221048 2724.2 0.16 

机关 — 122078 1171 — 
*为职工人数而非就业人数。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4年）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4年）,《中国工会年鉴》（2004年）。 

 

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它们的覆盖率只有 0.56 与 0.75。这反映出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这两

类企业的资方对工会力量的发展可能有抵触；二是在这两类企业中就业的多是农民工，农民工

的组织程度比较低。至于事业单位（文化、科技、教育与福利事业单位）中工会组建率低，这

倒不是一个严重问题，因这类行业中的就业者多是文化比较高且自由度与独立性较强的知识分

子，资本控制力也并不强，从而，工会组建率低并不反映劳资关系矛盾严重。 

表 8给出了“工会入会率”的信息。我们发现，如果仅以工会人数与有工会的企业职工 

表 8：工会入会率％（1999—2001年） 

 1999年（工会会员/有工会的单位职工数） 2001年 
国有 92 94.5 
集体 85.6 89.4 

股份有限责任 88 91.5 
其他私有企业 76 70 
港澳台资 70 87 
外资 80 89.5 
乡镇企业 70 90 
机关事业单位 93 97.5 

资料来源 999999999999999：《中国工会年鉴》（2000年）（2002年）,《中国统计年鉴》（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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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人数与有工会的企业职工人数来定义“工会入会率”，那么，从 1999年至 2001年的 3年内，中

国民营企业中已建工会的单位入会率提高了 17—20个百分点。但是，如果我们看民营企业的工

会数对工会总数的相对比率，则会发现，在 1998 年—2002 年这 5 年内，民营企业中的外资类

企业，工会的覆盖率是很低的。表 9就说明了这一问题。 

表 9：基层工会组织分布状况（1998—2002年） 

 

1998年 

共 272796个 

（百分比：共 100） 

1999年 

共 263585个 

（百分比：共 100）

2000年（9月） 

共 889307个 

（百分比：共 100）

2001年底 

共 1537970个基层工会 

（百分比：共 100） 

2002年 

共 1712528个 

（百分比：共 100）

国有 28.6 25.2 15 8.3 7 

集体 1.5 11.6 8 4 3 

股份有限

责任 
6 5.6 6.5 4 3.7 

其他私有

制 
1.8 2 17.9 46.6 58 

港澳台 1.2 1 2.2 2 0.6 

外资 1.3 1 2.3 2.6 0.7 

乡镇 0 5.2 10.5 10.6 7 

机关、事业 

单位等 
45.8 48 36.8 22 20 

资料来源：《中国工会年鉴》（2002年）（2003年） 

《中国工会统计年鉴》（2000年）（2001年） 

 

表 9说明，基层工会组织分布从 1998年后的四年间发生了两个大变化：（1）国有企业与国

家事业单位中的工会组织占全部工会组织的比重已经从原来的 75％降为 30％左右；（2）而国内

民营企业中的工会组织迅速发展，内资的城市内资私人企业中的工会组织数占工会组织的比重

已从 1998 年的 1.8％上升为 2002 年的 65％。即工会基层组织的分布已经基本上从原来以国有

企业内建会为主转变为在民营企业中建会为主。值得注意的是，在股份有限责任企业港澳台资

企业与外资企业，工会基层组织的发展出现滑坡，这三类企业中工会组织数在工会组织总数中

的比重都明显下降了，从绝对量上讲，港澳台资企业中的工会数仅在 2001 年—2002 年间就减

少 2万个，外资企业中的工会数在同期也减少 3万个。这反映了工会发展在外资企业与港澳台

资企业中受阻的事实。 

 

7．劳动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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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资关系对立程度可以从劳动争议案件的记录中得以反映。表 10、表 11与表 12分别给出

了劳动者与企业主关系的动态变化，并向我们展示了非公企业中劳动者在劳资争议中的谈判力

量和受法律保护的程度。 

先看表 10。该表给出了 1997—2003年间（缺 2001年数据）劳动争议案件受理数的结构 

表 10：1997—2003年间劳动争议 

               年份 
分类 

1997年 
议案件数

1998年
案件数

1999年
案件数

2000年 
案件数 

2002年 
案件数 

2003年
案件数

总计 71524 93649 120191 135206 184116 226391
1.国有企业 18546 22195 26726 32715 45215 48771 
2.集体企业 11101 13579 18163 23203 27253 30218 
3.乡村集体企业 5965 12125 10068 3927 — — 
4.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 23244 22537 27824 20930 22930 23391 
5.私营企业 7327 10790 13929 20128 30618 31537 
6.联营及股份企业 2086 4537 6649 14521 39073 71265 
7.个体工商户 974 1585 2449 4098 6564 9603 
8.机关社团事业 1119 1478 2243 4289 4593 5937 
9.其他 1206 444 12140 11395 7870 5669 
10.（国有、集体企业案件/总案件） 0.50 0.51 0.46 0.44 0.39 0.35 
资料来源：《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8年、1999年、2000年、2001年、2003年、2004年各卷。 

 

变化。它至少反映出下列重要事实：（1）中国劳资关系矛盾的重点发生区已经经历了从公有企

业向非公有企业的转变。在过去的 7年（1997—2003年）中，由于国有企业的改制与重组，中

国工人阶级实际上承受了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重新分离，这使得大量的劳动争议案件发生于国

企的改制过程之中。从表 10的第 10栏可以看出，由国企改制所引发的劳工纠纷的高发时段已

经过去，公有企业中发生劳动争议案件占全部劳动争议案件的比重已经从 1998—1999 年间的

50％下降为 2003年的 35％，尽管从绝对量看，国企的发案数在 2003年是 1997年的 2.63倍，

集体企业的发案数在 2003年是 1997年的 1.77倍，但由于非公企业的劳动争议发案数在这 7年

间增长更快，使矛盾的重点已向非公企业转移。（2）在非公企业中，劳动争议案件发生数上升

最显著的是联营及股份制企业，在 2003年的发案数是 1997年的 34倍；其次是内资的私人企业，

2003年的劳动争议案件数是 1997年 4.3倍。（3）值得注意的是，在外资企业与港澳台资企业中，

劳动争议案件数在这 7 年间几乎未发生大的变化，这说明一方面外资企业在处理劳资关系上比

较老练，同时也反映出现阶段劳资关系的冲突与生产水平低、文明程度低也是有关系的。（4）

劳动争议案件的发生事实上也是与产权有关的。外资与港澳台资企业中之所以劳动争议案件量

呈稳定趋势，原因之一是这类企业的产权比较明晰。公有企业在过去 7 年间之所以有那么多的

劳动争议案，重要原因在于产权发生了转移。联营与股份制企业中的劳动争议案件的高频发生，

事实上与这类企业中劳动者的产权有关。 

表 11给出了 2003年各类企业中发生劳动争议案的起因分析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国有企

业中工人与企业主发生冲突，起因于劳动报酬的比率较低，只有 26％的劳动争议起因于此。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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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私营企业与个体企业中，劳动者与业主发生冲突，有 40—50％的概率是起因于工资待遇。这

又一次说明：其实，发生于公有企业内的劳动争议案就其性质来说，要比发生于非公有制内的

劳资冲突事件深刻，公有企业工人与企业争议，主要是在争工资以外的与产权、劳动所有权有

关的内容。中国政府既然能成功地处理转型期（1997—2002年间）如此棘手的劳工问题，那么，

对于处理今后市场经济中常规的劳工关系，应该更有信心。 

表 11还给出另一个信息，即在工人与企业发生纠纷时，国有企业职工采取集体诈讼的概率

要比非公企业职工高出一倍左右。这说明，公有企业中工人由于长期磨练，其组织程度高。而

非公的民营企业中的职工，在劳动纠纷时采取集体上诉的频率低，反映出他们的组织程度较 

表 11：劳动争议案件受理分类（2003年） 

 
当年案件 
受理数 

(a)=(c)+(d) 

集体劳动争议 
案件数 
（b） 

用人单位 
申诉案数 
（c） 

劳动者 
申诉案数

（d） 

起因于 
劳动报酬案数 
（e） 

b/a e/a 

总计 226391 10823 10879 215512 76774 0.048 0.34
1.国有企业 48771 3623 3158 45613 12637 0.074 0.26
2.集体企业 30218 1519 1357 28861 10168 0.05 0.34
3.港澳台 
及外资 

23391 1121 1124 22264 7775 0.048 0.33

4.股份制 
联营 

23451 733 884 22567 8351 0.031 0.36

5.有限责任 47814 1801 2438 45376 16903 0.038 0.35
6.私营 31537 1248 1257 30280 12244 0.039 0.39
7.个体 9603 343 270 9333 4571 0.036 0.48
8.机关社团 5937 221 255 5682 1367 0.037 0.23
9.其他 5669 214 136 5536 2758 0.038 0.49
资料来源：《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4年） 

 

表 12：劳动争议案件结案分类（2003年） 

 
当年结案数 
(a)=(b+c+d) 

劳动者胜诉 
（b） 

用人单位胜诉

（c） 
双方部分胜诉 
（d） 

b/a 

总计 223503 109556 34272 79475 0.49 
1.国有企业 49528 24636 9375 15517 0.50 
2.集体企业 29376 16298 4370 8708 0.55 
3.港澳台及外资 20692 9733 3101 7858 0.47 
4.股份制联营 23557 9954 4193 9410 0.42 
5.有限责任 48105 21845 6567 19693 0.45 
6.私营 31092 15878 3712 11502 0.51 
7.个体 9312 5462 880 2970 0.59 
8.机关社团 6062 2730 1239 2093 0.45 
9.其他 5779 3020 835 1724 0.52 
资料来源：《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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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这会影响工人与资方的谈判力量。 

在中国现阶段，一旦发生劳动争议，已经存在由职工、企业主与政府的三方协调机制，这

个机制对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结果，是有决定性影响的。从表 12 中我们可以看出，在 2003

年所结案的劳动争议案件中，劳动者胜诉的全国平均比率为 49％，高于这个平均胜诉率的的，

来自两头：一是国有、集体企业中的职工，二是私营、个体企业中的职工。个中的原因是：国

有、集体企业中的职工较易受政府保护，而个体、私营企业的资方则在现阶段三方协调机制中

谈判力量较弱。再看劳动者胜诉率低于全国平均比率的企业，表 12说明，是外资与港澳台资企

业、股份制企业与有限责任企业这三类，这三类企业的资本方在目前的三方协调机制中，易于

受各级政府的保护，从而使劳动者胜诉的可能性降低。 

 

四、对现阶段民营企业中劳工关系的基本判断与劳工问题成因分析 

上一节，我们分别从七个侧面描述了现阶段民营企业中劳动关系的基本状况。基于以上分

析，我们对中国民营企业中劳工关系的现状作出如下基本判断： 

1．从性质上说，民营企业中劳工关系上出现的矛盾与冲突，要比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发生

的劳动纠纷缓和。过去 7 年中我国政府在市场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安置国有企业大量下岗工人

再就业的任务与劳动纠纷，才是更为严峻的。这是由于，第一，原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并结束劳

动合同，对职工来说实质上是与生产资料重新分离；第二，对许多职工来说，下岗是属于“绝

对贫困化”。好在广大工人意识到，整个社会还是工人阶级与广大人民当家，党与政府又尽最大

努力对此作了补偿，使中国成功地渡过了转型时期劳工问题的最为严峻的时期。而民营企业中

的劳动关系与上述国有企业改制中出现的劳工问题不同：第一，民营企业实际上是再次与共产

党与人民政府合作，帮助安置了近 2000万的下岗职工，这对原下岗职工来说是一种改善，而不

是“绝对贫困化”。第二，民营企业正式吸收的 1900万来自农村的劳动力以及非正式的近 1亿

农民工，对于这些劳工来说，与原来的农村生活相比，也不是绝对贫困化，而是一种改善，即

使广大农民工拿到的只是法定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也比全国农民平均收入高出一倍，这还是

一个进步。第三，对于大多数农民工而言，即使在民营企业中常年就业，也没有完全与农村的

生产资料相分离，2004 年珠江三角洲出现“民工荒”，部分原因在于，党中央出台了新的优惠

的农业政策，提高了农民工在城里就业的机会成本，从而使部分农民工返回了农村。基于这三

点理由，我们应该说，民营企业的发展，从总体上说是在为改善中国的劳工问题作贡献，如果

没有过去 10 年间民营企业吸收近四分之一的中国劳动力就业，那才会激化中国的劳动者与企

业、甚至与政府的矛盾。这是我的第一个基本判断。 

2．现阶段民营企业中发生的劳工纠纷，尽管 33—50％与劳动报酬有关，但从总体上，民

营企业中职工的平均工资并不低。因从全国平均看（见表 5），民营企业中只有“合作类”与“其

他类”企业的工资水平明显低于国有企业。别的类型的非公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职工工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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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高于国有企业的。民营企业中工资低的现象主要发生于农民工集中的地区与产业。这里所

谓的“低”是相对于三个标准：一是相对于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有的企业给予民工的

工资低于此标准；二是相对于职工“预期”的标准；三是相对于以前挣得的工资水平，现在由

于国际劳工标准的实施，取消加班加点而使民工实际所挣降低了。事实上工资上存在的主要问

题不是整体工资水平的高低，而是工资形式的不规范与工资发放的不按时，这属于工资制度的

不成熟，反映的是劳动市场的不发达。 

3．当前民营企业劳工问题的突出表现是有的业主对农民工的剥削超过了市场经济所容许的

限度，违反人道。这主要是指劳动条件恶劣与过长的劳动时间。但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有主业贪得无厌，也有职工为了多挣钱而自愿加班加点，还有的是由于政府在公共基本

设施上长期投入不足（如公共卫生与环境上长期投资不足）而造成职工工作的整体环境恶劣。

把这方面的原因单方面归于民营企业的资本方，有失偏颇。事实上，国有的煤矿与建筑业企业

也存在劳动条件恶劣的问题。应当把民工的非人道待遇与非公企业分开来，民工的非人道境遇

有时是与所从事的产业的不发达性与原始性相联系的，随着国有经济从这些粗放、落后的行业

退出，客观上总需要民营企业进入，政府与社会就有责任帮助民营企业逐渐改善生产条件，甚

至适当加大对这方面的公共开支。澄清这些，丝毫不意味着要姑息那些违反劳动法的行为与后

果。 

4．民营企业在劳动契约关系上存在的种种不完备性，也是由诸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首先，

民营企业类别繁多，大量的民营企业家是由原来的农民、职工或个体经营者成长起来的，许多

民营企业本身处于成长过程中，这种不成熟的企业特点当然也会反映在劳动契约关系上，其次，

劳动契约的不完善大多存在于 1 亿左右的非正式的“农民工”上，这与该类职工本身的就业特

点有关，许多民工属于季节性、流动性的职工，也有的农民工是刚从农村出来，他们还不愿意

与业主订立长期的合同关系。第三，农民工劳动合同的不完善性也与农民在中国社会中的整体

地位有关系，长期城乡分隔的政策使农民工与城市职工在文化、生活上有一定的差距，农民工

要正式被城镇企业接纳，客观上应该有一个“试用期”，即成为“非正式”的职工的阶段。我们

应该促进民营企业中劳动合同关系的完善化，同样也应该允许劳动契约关系的进化需要一个过

程。 

5．关于民营企业在社会保障体系的参与上的种种滞后，我们也应采取分析的态度。现阶段

的社会保障制度需要企业承担的成本主要由职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与医疗保险三部分组成，

其中要企业承担的成本，远高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中企业所承担的成本。这种社会保险制度

的标准从设立至今已有若干年，其实连国有企业也没有能力承受这么高的社保成本。对于大多

数国企来说，还未到实行这种社保标准就已经消失了；少数经过重组减员继续生存、发展起来

的国有企业现在也许可以承受高昂的社保成本，但这也是由于民营企业接纳了其分离的冗员的

结果。要求民营在接纳了国企无力养的下岗工人的同时又按国有企业的社保标准缴纳成本，这

等于要求民营企业为社会作出双重贡献，在政策上是否欠妥？在这样的体制环境下，某些民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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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选择不参与或少参与社会保障制度，尽管不合法，但有其合理的一面。 

6．工会组织的发展在部分民营企业、尤其是在港澳台资企业与外资企业中受阻，这同样可

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可能由于外企业主的不支持与阻挠；二是可能由于职工尤其是农民工

的不成熟，他们未认识到用集体谈判可以更平和、也更有效地维护工人自身的利益。但是，真

要促进民营企业中工会组织的发展，则需要三方面的共识：第一，对于民营企业的资方来说，

应认识到，发达市场经济中有谈判力量的工会组织的存在实际上降低了劳资关系走向对抗的可

能；第二，对于广大工人来说，以工会集体出面与业主谈判，可以大大节省谈判成本，并会促

进劳动争议解决；第三，也是更重要的是，政府应该允许中国工人阶级组建一个非政府机构的

工会组织，真正为广大工人谋利益，而这一点则有待于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与社会文明的

进程。 

 

五、促进民营企业劳工关系和谐发展的几个关键认识问题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认为当前中国民营企业中的劳资关系从总体上看是正常的，问题只

是局部的，且问题的基本原因仍在于我们的劳动力市场不发达，劳动者及其组织也未与市场体

制的进化而发展起来。未来建设和谐发展的劳动关系的主要任务是要改善农民工与城镇新就业

者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着力解决目前 1 亿左右“非正式”的农民工的“二等公民”的身份

问题与弱势群体的地位问题。而要实现这个目标，有三个认识上的问题需要加以澄清： 

 

1．处理民营企业劳工关系的基本机制应是劳动力市场。 

过去一年中，社会各界与媒体对民营企业中的劳动状况尤其是 1亿农民工的处境十分关心，

政府领导也在加强干预。然而，如前所述，我们所面临的农民工工资遭拖欠，劳动条件差，农

民工缺乏劳动契约保护等等问题，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由于农民工尚未作为自由人在劳动力市

场上获得与劳动力的需求方——业主进行平等交易的权利。至于工资是否低？这归根结底也应

该由劳动力市场来决定。不错，这实质上是承认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处理劳资关系的基本原理。

但是，在中国，只要是共产党领导，只要社会主义方向——为人民服务不变，我们在法律上、

在财政上、在社会援助上并不缺乏帮助弱势群体的手段，我们所缺乏的，恰恰是如何按市场机

制来平和地、低成本地、有效地处理日常的、大量发生的劳资关系问题，使可能发生的大冲突

化为小矛盾，使可能酿成的政治冲突化为经济谈判，使可能发生的社会不安定化为谈判桌前的

交锋。我们应当避免的是，将由于市场关系不发达而产生的或还来不及解决的民工问题归罪于

民营企业，或不恰当地加以放大。 

如真要从根本上改善民营企业中的劳工地位，政府与社会各方需要做的应该是帮助民工获

得交易劳动力的前提——人身平等与自由，而这就需要： 

·逐渐改革目前的户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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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用人单位与职工自主决定工资水平； 

·政府与社会各界大力支持对民工的教育、培训项目； 

·鼓励发展各层次的就业市场中介组织； 

·促进劳动力的流动与迁移； 

·鼓励与促进工人以行业工会的组织形式与业主谈判； 

·应当承认劳动力是非匀质的，不同的工种，不同的人力资本含量，不同的行业，工资就

应当有差别。 

除上述措施外，还需指出，我们在观念上应从传统的计划体制下转变过来，过去国有企业

中职工其实也是把剩余的大部分交给政府的，其中相当部分被无效地浪费掉了。现在国有企业

中继续就业的职工所享有的社会福利水平也未必比非公企业中职工所享有的水平高，部分民工

的困境是与其工作的企业所处的生产力水平与文明水平相联系的。 

 

2．应当消除在社保标准上的误区，适当降低企业承担的社保成本，以切实提高民营企业

职工的社会保障程度。 

现行的社保体制是 1997年以来逐渐建立起来的，在该体制下，任何城镇企业必须承担下列

社保成本： 

（1）按企业工资总额的 20％为职工养老保险金缴费； 

（2）按用人单位工资总额的 6％为职工医疗保险金缴费； 

（3）按用人单位工资总额的 2％为职工的失业保险金缴费； 

（4）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与生育保险等。* 

这样，每一个城镇企业所承担的社会保障成本相当于工资总额的 30％。 

这个设计来自于两大误区：一是将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对职工的隐性（以非货币形式）

福利折算为货币形式的福利推广到市场时经济下全社会各类企业，二是将经济转轨期为保证国

有企业职工福利不下降而采取的特殊补偿措施（比如将原以实物形式给予的补偿货币化）延伸

到今后并作为一种常规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然而，这里有两点是必须指出的：（1）原计划时

代国有企业职工工资基数低且长期不涨，所以其所享受的社会福利对工资总数的比率也许为 30

％左右，但现在的工资是经常上升的，如按 30％缴纳社会保险金，则企业会既无动力给职工提

工资，又无动力扩招工人，还会被高昂的社保成本拖垮。（2）转轨时期政府为了保持社会安定，

对原有的国有企业职工进行特殊补偿，这是必要的，但如按这补偿标准来设计未来几十年中各

类企业应承担的社会保障成本，势必会招高企业的用工成本，反而会阻碍企业参与社会保障体

制。 

须知，在市场经济如此发达的美国，企业所承担的社保成本是远低于我们的。按 2001年的

美国税法，企业应缴纳的社会保险税为两项： 

                                                        
* 关于这种社保体制的细节，见《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险年鉴》2003年，第 159—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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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工薪额 6.2％的比率缴纳职工养老金； 

（2）按工薪额 1.45％的税率为职工老年保健医疗缴纳费；⑥ 

这也就是，美国企业所承担的社会保障成本只达工薪总额的 7.65％，相当于我们的四分之

一。应当指出，中国的这一社会保障标准也是高于国际标准的⑦，这样高的人均社会保费率，实

际上会很不利于提高社会保险的人口覆盖率。还不如适当降低社会保障标准，使企业法定的参

保成本让大多数民营企业承受得起，这才会既有利增加就业，又有利于提高职工工资，还有利

于提高社会保障的人口覆盖率。 

 

3．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应充分考虑我国的生产力水平与农民工的机会成本。 

民工工资低，是当前关于民营企业劳工关系的讨论中的呼声较高的问题。为此，不少论者

提出要调高目前实行的最低工资标准。 

截至 2002年底，我国已有 14个省市颁布了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按每周 44小时计算，月最

低工资大都为 400—450 元之间。这个标准已经相当于目前城镇企业职工平均月工资的 40％，

即使按国际标准，这也是不低的。 

而且，我们应当认识到，我国与实行最低工资制度的西方国家相比，最大的差别是仍有 65

％左右的农村劳动力，而一个农民的年农业收入至今仍不到 2500元，这才是农民工在决定接受

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时的真实的机会成本。只要我国农民的收入水平没有大的提高，则就

会有农民工接受每月工资低于 400元的工作，使最低工资制度形同虚设。 

如果继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结果只会提高民营企业主用工的实际成本与违法成本，客观

上削减城镇就业量，不利于城市化进程。从理论上说，既然我国生产力水平从农村到城市呈现

出近似于连续分布的态势，则就应当允许农民工按自主决策的原则接受高于农村平均劳动报酬

再加转移成本的任何工资水平。过于积极地推进“最低工资标准”并提高该标准，反过来会不

利于民生状况的改善。 

 

                                                        
⑥ 见哈维·罗森《财政学》（第六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第 170—172页。 
⑦ OECD秘书处：《世界经济中的中国》，（中文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 481—4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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