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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高失业阶段，就业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挑战。
“就业是民生之本”。
党和政府非常关心劳动者的就业与失业问题，明确提出将扩大就业确定为我国当前和今后长时期重大
而艰巨的任务。
近几年，中共中央每年都召开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专门研究和部署就业与再就业工作。
然而，为治理失业和扩大就业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的失业研究，以既有的失业理论尤其是当代西
方失业理论的狭隘眼光研究中国失业问题，既没有很好地解释中国失业问题也没有提出有成效的治理
方略，可以说迄今仍未能从根本上给中国失业问题破题。
反映在失业治理实践上，按照原有理论开出的“药方”治理失业的副作用大而收效甚微，与党和人民
群众的愿望与要求相去甚远。
　　既定的失业理论尤其是当代西方失业理论，直接用作中国失业问题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为什么效
果欠佳？
科学的中国失业问题理论分析框架究竟应该具备什么特征？
未来中国失业问题研究的努力方向何在？
马克思曾提出，在未来社会将替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构建“劳动的政治经济学
”。
围绕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解答，笔者在对当代西方失业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失业理论进行理论分析和比
较研究的基础上，从构建现阶段“劳动的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中国失业问题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行了
独立的思考。
　　《市场经济与劳动者主权有机统一论（中国失业问题的一个分析框架）》的主要创新和基本结论
如下： 第一，通过对西方失业理论的两大传统理论内容进行分析，总结出西方失业理论的永恒主题和
根本局限，对它们不能直接作为中国失业问题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的原因进行了初步解释。
基本结论是：表面上一直尖锐对立的西方失业理论的两大传统即新古典主义失业理论和凯恩斯主义失
业理论，差异仅在于是否承认市场机制具有自动消除失业的功能，而在遵循维护资本家专制这一更为
根本的内容方面却是完全一致的。
所谓资本家专制，就是指资本家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劳动者受雇于和从属于资本家
，社会生产函数的各种变量最终决定于资本家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偏好。
没有“ 资本家专制”，就没有资本对劳动力的支配，也就没有以资本增殖的需要为尺度来裁决劳动者
就业或失业的相对人口过剩规律。
维护资本家专制是西方失业理论的永恒主题和根本局限。
只要它不放弃这一永恒主题和根本局限，不从劳动者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出发来制定与裁撤治理失业
的政策措施，就永无解决失业问题的可能。
因此，绝不能因为当代西方失业理论产生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就想当然地将其直接作为中国失业
问题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
　　第二，在全面研究马克思的失业理论的基础上，总结了马克思研究失业的三个视角和独有的理论
主题，提出了对待马克思的失业理论应有的科学态度，并对马克思的失业理论不能直接用作中国失业
问题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基本观点是：马克思以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从技术分析、历史分析和价值分析三个视角研
究了失业问题，在对资本家专制批判的基础上确立了自己独有的理论主题——劳动者主权，形成了迄
今最为科学的失业理论体系。
所以，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失业理论对中国失业问题研究的指导地位。
但是，由于马克思的失业理论基于其研究任务所形成的理论局限和其理论适用条件与研究中国失业问
题所面临的约束条件的差异，马克思的失业理论也不能直接用作中国失业问题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
　　第三，在对西方失业理论、马克思的失业理论和我国治理失业实践进行批判性思考的基础上，提
出中国失业问题研究必须从它所面临的特殊约束条件出发，坚持以市场经济为前提和以劳动者主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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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取向，确立“市场经济与劳动者主权有机统一”的新理论分析框架。
所谓劳动者主权，是指劳动者在经济运行机制中是实际上拥有“主权”的特殊行为主体，在经济运行
过程中具有实际影响力或发言权，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实际的引导和决定作用。
“市场经济与劳动者主权有机统一”，有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劳动者充分分享社会发展
成果，最能弥合整个社会的发展与劳动者个人的发展之间的差别。
因此，中国失业问题研究，应以“市场经济与劳动者主权有机统一”为理论分析框架。
　　第四，以新中国建国以来我国的失业及其治理的演进情况检验本书的主要研究结论，对新中国建
国55年来治理失业的经验与教训进行全面的反思与总结。
本书指出：失业在某种程度上是制度安排及政府政策的函数，我国不同时期的失业情况和当时的制度
安排及政府政策与“市场经济与劳动者主权的有机统一”的符合程度成正比。
建国初期，我国在短短7年时间里迅速有效地基本解决了严重的失业问题，是由于治理失业的政策措
施较好地体现了市场经济与劳动者主权有机统一的原则。
计划经济体制下失业越治理越严重和失业累积越来越多的根本原因，在于包括劳动就业制度在内的整
个计划经济体制和当时所采取的失业治理政策严重背离了市场经济与劳动者主权有机统一原则。
而在当前的经济改革与转轨中，尽管劳动力市场建设和就业市场化改革为失业问题的解决创造了必要
的条件，政府实施的促进就业的经济社会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就业的扩大，使我国得以平稳渡
过一个又一个失业高峰，但由于市场经济与劳动者主权尚没有实现良好的结合，各种促使失业增加的
力量相互交织导致失业成为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部分劳动者陷入失业与贫困，劳动者的社会地位也
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第五，以“市场经济与劳动者主权有机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逻辑与历史地考察中国失业问题
的逻辑展开路径。
基本结论是：中国失业问题逻辑展开的初始点，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扭曲了——体现在“市场经济与
劳动者主权有机统一”之中的经济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必然结果；支配中国失业问题逻辑
展开的逻辑力量，则是隐藏在“市场经济与劳动者主权有机统一”之中的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
；中国失业问题逻辑展开的路径，就是体现“市场经济与劳动者主权有机统一”的经济发展规律和社
会主义本质要求由扭曲到伸张的过程。
　　第六，以“市场经济与劳动者主权有机统一”作为理论依据，展望了未来中国失业问题研究的努
力方向。
本书提出，在中国失业问题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矛盾关系中，特殊性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国失业
问题研究的关键就是研究中国失业问题所面临的特殊约束条件。
因而，必须摈弃以往抽掉特殊约束条件和将中国失业问题研究简化为对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失业问题研
究的错误倾向，从特殊约束条件出发，根除经济运行中存在的计划就业体制或计划者主权和“资本家
专制”两个旧堡垒，承担起创新解析中国失业难题新 “概念”的艰巨任务，创造一个劳动者创造繁荣
并能够充分分享繁荣成果的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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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西方失业理论的永恒主题　　第四节 “资本家专制”传统的延续：当代西方失业理论的
新发展　　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标
志着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失业理论的产生，也确立起西方失业理论的两大传统：秉承古典经济学派失
业理论的新古典主义传统和以凯恩斯的失业理论为基础的凯恩斯主义传统。
这两大理论传统都在不断根据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调整自己，吸取其他理论派别的先进内容完善自己
，既相互攻击又彼此融合，推动当代西方失业理论不断取得新的发展。
　　从凯恩斯的失业理论诞生那天起，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综合派（后凯恩斯主流经
济学）与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西方失业理论两
大理论传统之间的批评与斗争从未平息过。
在对凯恩斯的失业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希克斯、汉森和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家在对《通论》的诠释与扩
展中，利用Is—LM模型对凯恩斯的理论进行了形式化地概括；由新西兰经济学家菲利普斯（A．w
．Phillips）最初发现，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菲利普斯曲线这一经验规律，也被公认为最能体现凯恩斯
的理论，两者一起构成了新古典综合派即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家的主要理论工具。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滞胀”，招致了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
对新古典综合派的尖锐批评和强烈攻击；新古典综合派因不能对“滞胀”做出合理的理论解释和提出
有效的政策措施，而从理论正统的宝座上跌落下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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