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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说起大学，许多人都会想起教育家梅贻琦校长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
师之谓也。
”大楼是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大师是如何成长起来的呢？
　　大师的成长，当然离不开种种主客观条件。
在我看来，在诸多的因素中，一个十分重要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就是学术思想、学术观点的充分展示与
交流。
纵观历史，凡学术繁荣、大师辈出时期，必有一个做学问者有可以互相炫技、彼此辩论、各显神通的
大舞台。
古代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离不开当时的客卿、门客制度，为不同的观点、流派彼此公开竞争
并得到君主的采纳搭建了平台；学者阿英在论及晚清以来中国新思想、新艺术的繁荣时，列举了三条
原因，其中的第一条原因“当然是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前此那样刻书的困难；由于新闻事业的
发达，在应用上需要多量的产生”。
北京大学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新思想新文化的发源地，社团与杂志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1918年，《
北京大学月报》成为中国最早的大学学报，加之《新青年》、新潮社等杂志、社团为师生搭建了一个
有声有色的大舞台，开启了自己近一个世纪的辉煌。
国外名牌大学的发展，无不伴随着一次又一次思想的激烈交锋、学术的充分争鸣，并且这些交锋和争
鸣的成果都得到了最好的展示与传播，没有这些交锋与争鸣，就没有古老的牛津、剑桥，也没有现代
的斯坦福、伯克利。
近代以来的印刷技术、新的出版机制、文化传播业的发达，为新的思想、学术之间彼此的炫技和斗法
提供了可能的舞台：伟大的舞台造就了伟大的演员。
　　在现代的大学中，如果说大楼是基础、大师是灵魂，那么大舞台就应该是机制——它意味着研究
冲动的促动、言说欲念的激发、交流碰撞的实现。
在这样的机制中，精神、灵魂得到孕育！
思想、学术实现成长！
大学本身就应该成为一个众声喧哗的大舞台，一个为大师成长提供基础和机制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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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二战后英国劳资关系的政治分析》的主旨在通过分析二战后英国劳资政策的变动，突出劳资关
系发展的政治机制。
书中试图回答以下问题：二战后不同时期的劳资政策变动的内容是什么？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政策变动？
这些变动对于英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
最后通过对以上三个问题的总结以及与替代性制度（美国和德国的劳资关系制度）的比较来回答“什
么是英国劳资关系发展的政治机制”这一问题。
　　《二战后英国劳资关系的政治分析》共分为五章，每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分析了劳资
关系各主体，它们包括劳方、资方及政府。
首先，采用利益分析方法分析了劳资关系的主体（劳方、资方和政府）及其在这个体系中的角色和利
益。
其次，劳资双方的制度关系及其各自与政府的关系也是不可忽视的，双方的利益代表组织是如何影响
劳资政策的制定这一点尤为重要。
总体上看，本章为分析劳资关系中国家、社会和经济的互动奠定了基础。
　　第二章与第三、第四章共同构成了《二战后英国劳资关系的政治分析》的主体部分，分别是政治
系统管理劳资关系的三个阶段——输入、输出和反馈。
本章讨论的是政治系统的输出部分，按照时间顺序分三个时期分析了二战后英国政府所制定和执行的
劳资政策以及劳资双方在每个时期的地位和状况。
　　第三章讨论政府决策的第一个阶段，即政治系统的输人部分。
《二战后英国劳资关系的政治分析》认为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的变化是劳资政策变动的动力。
首先，经济因素主要包括全球化、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失业状况和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等。
这些因素对劳工权利、政府对劳资双方的偏好、劳资关系的缓和等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其次，社会因素方面，工会和雇主协会的分化组合一方面影响了劳资双方在劳资博弈中的力量对比，
削弱或增强了其自身的利益表达功能。
再次，政治因素主要包括执政党意识形态的转变和国际组织对其成员国所施加的压力等。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因素并不是单独起作用的，劳资政策的变动正是在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发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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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政治学对劳资关系的研究现状。
国内政治学界对于西方国家劳资关系的研究主要出现于研究资本主义的专著和一些论文当中，集中在
劳工运动、不同意识形态下的劳资关系和劳资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等方面。
对于劳工运动的研究中，主要论述西方工人阶级的变化及劳工运动的状况（李丹：2006；张世鹏
，2001）。
《当代西欧工人阶级》一书中，作者对20世纪70年代后期兴起的第三次科技产业革命后西欧发达工业
国家工人阶级现状进行了系统地分析。
他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后福特时代，西欧社会依旧存在着一个数量广大的工人阶级，在后福特主
义时代持续大规模失业、新贫困化的条件下，相当一批工人、职员开始“无产化”。
当代西欧工人阶级具有许多新特点，如内部职业结构发生了变化；文化教育水平和熟练技术水平普遍
提高；总体生活水平、社会福利普遍提高；内部阶层集团分化等。
　　不同意识形态下的劳资关系的研究多集中于新右派和第三条道路下的劳资关系（王皖强，1996；
佘云霞，2001；吕楠，2004，2006）。
王皖强认为，撒切尔政府的工会策略致使英国的劳资关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工会力量大大被
削弱，这是对共识政治时期经济决策的法团主义的彻底背离。
目前对于第三条道路下的劳资关系的研究较多。
佘云霞分析了英国劳资关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变化，认为突出的特点是英国职工大会开始强调与
资方的“社会合作伙伴”关系。
吕楠则分析了布莱尔政府劳资政策，认为其劳资政策仍然延续了第三条道路的实用主义路线，同时具
有良好效果，劳资关系基本保持稳定。
　　对于西方国家劳资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政策和失业、就业政策方面，多从现实的角度为我
国劳资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启示（丁建定、柯卉兵，2004；郑春荣，1999；张珂，2004；裘援平、柴
尚金、林德山，2004）。
裘援平等学者在其著作中详细介绍了目前英国工党的就业政策，认为“工党在就业、培训、工会和社
会改革等方面的变化更多只是从意识形态上支持进步的表示，缺少实际的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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