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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劳动、劳动问题、劳动经济、劳动经济理论及劳动经济学概论；劳动需求决策的基本原则、影响
劳动需求的基本因素、劳动市场的主要劳动经济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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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劳动问题与劳动经济学　　劳动行为与人的生存活动紧密相连，伴随于人的生命始
终。
以研究经济活动中劳动要素资源的配置机理为己任的现代劳动经济学，用经济学的思想方式和理论工
具对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行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大学生接触到有关劳动的概念和劳动经济的相关理论并不是从本课程开始。
许多同学在开始本课程学习的时候，都有如下的疑惑：政治经济学的课程里已经研究了许多有关劳动
价值论的理论知识，西方经济学的课程里也研究了许多劳动要素配置的相关理论，劳动经济学的课程
与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等课程有什么联系与区别？
劳动经济学也像劳动价值论那样是抽象的理论吗？
劳动经济学课程是西方经济学课程的重复吗？
　　为了使本课程的学习有一个明晰的思路，有必要在本课程的导论中对劳动经济的相关理论与劳动
经济学的基本内涵有一个初步的梳理与理解。
作为本课程的入门铺垫，在这本《劳动经济学》教材的导论章节里，先对劳动、劳动问题、劳动经济
、劳动经济理论、劳动经济学这些常见名词的基本内涵作一番初步的理论探讨。
　　对现代劳动经济学的思想体系与理论架构的基本内容作一个系统的学习研讨是本课程的基本任务
。
　　第一节　劳动问题概述　　一、劳动的内涵　　劳动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基本的行为和活动。
钻燧取火，飞土逐肉，刀耕火种，男耕女织，蒸汽汲水，电气照明，因特网环绕地球，探测器遨游宇
宙。
人类从原始的洪荒中走来，向浩渺的苍穹里奔去。
人类的每一步足印都刻下了劳动的功绩。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恩格斯对劳动行为的作用作了精辟的表述：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
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自身。
在劳动中，人类创造着人类自身，创造着人类财富，创造着人类文明。
　　自18世纪后半期，发源于英国的以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发明及其应用为标志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以
来，人类经历了数次以科技革命引发的劳动技能的进步。
电力、电报、电话、半导体、计算机、因特网等一系列科学技术的发现、发明与推广，推动了铁路、
汽车、海运、航空业的蓬勃发展，缩短了国家、地区、族群、人际间的空间距离与时间间隔。
当今世界各国大多都已被纳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中，社会财富在人类的劳动中不断地被创造出来
。
人类劳动的创造力极大地改变着地球的面貌，人类劳动的活动力也深刻地改变着人际关系。
诚如恩格斯所说，人类的这些发明推动了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同时又引起了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
而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只是在现在才开始被认识清楚。
　　产业革命以来的二百多年的时间里由于科技的快速进步和经济的迅猛发展，人类劳动行为与活动
的内容及其性质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特别是在最近半个多世纪里，以计算机的发明为标志，人类的劳动活动正在发生着明显的转化，即从
传统意义上的简单操作型的体力劳动向现代意义上的复杂知识型的脑力劳动的转化。
这种转化的领域和范围是普遍的、广阔的。
这种转化的意义和影响是重大的、深远的。
在当今的时代，对劳动的内涵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化。
　　人类的个体劳动行为和集体劳动活动既具有发明工具，改变环境，消耗和提高人的自身能力的自
然属性，也具有产生价值，创造财富，形成和发展人的劳动关系的社会属性。
“劳动之词，随君之理解，涵义丰富。
”①当我们初次叩敲劳动经济学殿堂之门时，我们以“劳动”一词的基本涵义，即“劳动是人类生存
与发展的最基本的行为活动”为基点，开始劳动经济学的学习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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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说劳动一词在学术理论上的丰富内涵以及劳动活动的历史时代特征，只能随着我们课程学习和研
究的深入而逐渐去感悟了。
　　二、雇佣劳动　　如何理解恩格斯所说的“产业革命同时又引起了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这个
内容丰富涵义深刻的命题呢？
我们可以先尝试着把握住如下的一个基本要点：产业革命使人类的劳动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产业
革命催生了资本主义　　雇佣劳动生产方式运作的基本条件有二：　　条件1：需要一个拥有资金资
本的资本家阶级或日雇主阶层。
这个阶级或阶层的行为主体有明确的自主意识，有运用手中的资本进行社会化生产投资的欲望和机会
；　　条件2：需要一个拥有劳动技能的劳动者阶级或日雇员阶层，这个阶级或阶层的行为主体有相
对的人身自由，有运用自身的技能进行社会化生产劳动的欲望和机会。
　　这两个阶级或阶层在现代的劳动力市场上提供或寻找就业的岗位和机会，实现资本与劳动两大生
产要素的结合，进而完成现代社会的生产和消费过程。
在实现劳动者生存与发展、资本金增值与扩张的同时，实现社会经济的增长与发展。
现代经济活动最基本的三大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资本，是在雇佣劳动生产方式中得到了有效的配
置与利用后，才创造和积累了人类社会的财富。
宏观经济理论关注的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就业失业、国际收支平衡的诸多问题，都是在资本主义的
雇佣劳动生产方式出现后产生的。
现代社会的经济活动无不以资本投资活动和雇佣劳动活动为支点而展开。
现代社会的劳动问题无不以雇佣劳动为背景而发生。
有关劳动的理论学说，包括劳动经济学，无不以雇佣劳动生产方式为前提而建立。
劳动经济学所关注、研究的劳动不是人们日常感知的一般意义上的劳动，而是有时代特定意义的雇佣
劳动。
　　产业革命之后的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生产方式较之于产业革命之前的以劳动者人身依附于家庭宗
族、封建地主、手工业主为特征游牧渔猎、小农经济、手工作坊的生产方式而言，其基本特征之一是
生产的社会化。
成年的劳动者若不加入正常的社会化、市场化的雇佣劳动关系，并在这种关系中从事相应的活动，其
生活状态将是困难的或是不正常的。
因此，现代社会的许多问题都与劳动领域的问题密切相关。
　　三、劳动问题　　（一）劳动问题的表现形式　　在我们初步厘定了劳动以及雇佣劳动的基本内
涵后，紧接着需要探讨的内容就是劳动问题的表现形式及其内在本质。
　　自雇佣劳动生产方式出现之日起，社会化的大生产就在不断地发掘人类的劳动潜力，不断地创造
人类的文明财富。
与此同时，雇佣劳动生产方式逻辑性地引发了各种劳动问题。
　　首先，在雇佣劳动开始之前，雇佣劳动生产方式要求有效地获取劳动要素资源，从微观上看就产
生了劳动要素的需求与供给问题，从宏观上看就产生了就业与失业问题。
其后，在雇佣劳动过程之中，雇佣劳动生产方式要求合理地配置劳动力资源，从微观上看就产生了劳
动条件的约定与劳动关系的确定和维系的问题，以及劳动报酬的安排与支付问题，从宏观看上就产生
了劳动保护与劳动制度约束的问题。
再后，在雇佣劳动完结之时，从微观上看就产生了劳动关系终止与解除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劳动争议
问题，从宏观上看就产生了社会保障与社会救济问题。
　　劳动问题就是在人类的雇佣劳动活动领域里出现的问题。
日常生活中，劳动问题在如下方面表现出来：就业问题、失业问题、劳动力需求与供给问题、劳动力
流动与迁移问题、劳动关系问题、工资决定问题、收人分配问题、劳动福利问题、劳动安全与劳动保
护问题、教育投资（人力资本投资）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劳动争议问题、劳动力市场歧视问题、劳
动立法与实施问题等等。
劳动问题常常是一种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具有强烈的经济性、社会性和政治性。
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在社会发展的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些劳动问题会在内容和形式上呈现出不同的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劳动经济学>>

时代特征。
　　（二）我国劳动就业问题的历史演进　　对改革开放前后我国的就业态势的演变作一个简要的回
顾，感受一下劳动问题所具有的鲜明的时代特征。
　　1．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城乡劳动力的大对流与城镇大量待业人员的就业困境　　在“文化大
革命”时期（1966--1976年），我国“劳动就业的最大问题是发生了城乡劳动力的大对流现象，产生
了大量的待业人员。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生的城镇人口，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陆续进入劳动年龄，数量大约每
年200万。
当时的政策是既不允许他们在城镇就业，也不能继续升学，只能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
农的再教育”。
1967年到1976年整整10年的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全国共约1 500万城镇青年离开城镇，上山下乡。
另一方面，当时政策规定城镇企业用人单位不能从城镇招收职工，只能到农村招工。
政出多门和不正之风，使得大批农村人口进城。
据估计，从1966年到l976年，全国城镇用人单位从农村招工约1300万人，其中多数是农民，形成了我国
历史上少有的城乡劳动力大对流。
到70年代末，大部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通过各种渠道返回城市，成为城镇待业（失业）人口。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劳动经济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