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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几年来，中国社会的劳资矛盾比较突出，屡屡爆发群体性的劳资冲突事件。
因此，怎样有效地解决劳资冲突、化解劳资矛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劳资关系等问
题，就成为了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学者们多集中于对中国当前劳资关系的性质、特征、矛盾或冲突形成的原因、在劳资关系的协调中政
府和工会的作用等问题的探讨和分析。
事实上，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的劳资矛盾状况，在很多方面与新民主主义时期的
劳资关系既有历史的继承性，又有许多相似性。
中国共产党处理新民主主义制度下的劳资关系问题的经验教训，对于已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处理中国现阶段紧张的劳资关系问题、构建新型劳资关系，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
《中国新民主主义制度下的劳资政策与劳资关系》一书，就是尝试在此方面作出开拓性的研究。
　　该书是作者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作者在入读博士一开始，作为其指导教师，我结合作者的硕士专业（中共党史专业）背景，鼓励她选
择这个交叉学科领域且目前别人尚未系统研究过的专题进行研究。
关于新民主主义制度下的劳资关系问题虽然有一些专著已经有所涉及，但不是专门论述，仅仅只是一
带而过；论文方面也只是分段研究，且集中在个别时期；公开发表的一手资料非常少。
也正是因为此，该专题的研究难度非常大。
首先就是资料的搜集非常不容易，如民主革命时期有关劳资关系的资料因多方面的原因不可能在短时
间内搜集到原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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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私营经济的发展，劳资关系问题日益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学者们主要针对当前中国社会劳资关系的性质、特征，劳资矛盾和冲突形成的原因，政府和工会在劳
资关系协调中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较多地论述和广泛地探讨，并介绍了国外特别是关于西方发达国家
处理劳资关系方面的成功经验。
　　在解决劳资矛盾、构建社会主义社会新型和谐劳资关系的过程中，除了关注和探讨现实问题本身
以及借鉴其他发达国家处理劳资关系方面的成功做法之外，从自身历史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与启示
也不失为一条好的路径选择。
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新民主主义时期有许多相似之处，如都是允许多种经济成分
并存，劳资矛盾尖锐，劳资纠纷频生等。
因此，研究新民主主义制度下的劳资关系问题具有极强的现实借鉴和指导意义。
但目前学术界却少有学者从历史的角度来系统研究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的劳资关系问题。
　　《中国新民主主义制度下的劳资政策与关系》以马克思主义的劳资关系理论为指导，并运用其发
展了的劳资关系理论，同时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劳资关系理论中的合理内核，试图对新民主主义
经济产生、发展、壮大、全面胜利及终结的各个历史阶段的劳资关系状况进行初步地梳理，以总结出
规律性结论，从而为现阶段构建和谐劳资关系提供历史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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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彩华，女，1973年2月生，湖北长阳人，经济学博士，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
师。
于2002年、2009年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分别获得法学硕}：学位和经济学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领域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史。
在《中共党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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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在处理劳资矛盾时，应该学习使用多种办法，不能仅单纯依靠武力与行政强制手段来处理劳资
间的斗争。
陈云、张闻天等人对劳动法贯彻执行后所发生的问题作了深人调查，以大量的事实批判了过“左”的
劳动政策给苏区经济造成的极大破坏，指出在处理劳资矛盾方面，应该学习使用各种斗争的方法来处
理劳资纠纷，不要仅仅单纯依靠武力与行政强制的手段，而应学会同资本家进行各种“妥协”，不要
随便使用总同盟罢工的方式和策略。
因为劳资双方的“斗争是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总同盟罢工，对于苏维埃政权整个的利益是有害的”。
①“不但妨碍商品流通，妨碍红军的作战行动，而且会被资本家利用来反对工人的斗争，对苏维埃政
权实行经济怠工”。
②要尽量使用调解和仲裁的办法，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在调解与仲裁时，不能仅仅简单地采用武力强
迫的办法向资本家施压，强迫其执行工人的要求。
同时，还应该教育和说服工人改变过高的要求，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应该对资本家实行让步。
　　2.要适当修改和灵活运用“一苏大”劳动法的某些条文。
如根据企业的大小、特点、工作关系和特殊情形，灵活地改变工人的工作时间。
根据每个企业的一般要求标准，订立切合实际的具有伸缩性的劳动合同。
对那些脱离实际、过高的、企业无法承担的要求必须立刻进行修改。
工人阶级对于资本家的经济斗争要适度、合理，不能“不问企业能力的适当与否”，向资本家随心所
欲地提出过高的经济要求，避免“极端危险的工团主义”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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