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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劳动关系的研究和分析通常开始于这样一种假设：在雇主与工人之间建立稳定有序的劳动关系是
正常的且毫无疑问是必要的。
很多文献大都明确建议雇主如何去维持一支温顺驯良的劳动力队伍。
而马克思主义对阶级斗争和工人自觉行动的关注，却与那些广泛流行的劳动关系观点大相径庭。
可以说，就“劳动关系”这个概念本身，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质疑：“它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
时而剧烈、时而缓和的、永久冲突神圣化了的委婉说法”（Miliband,1969:80）。
本书的参考书和引用都注出了作者和出版日期，必要的地方还加注了页码。
相关出版物的详细信息见书末的参考文献。
这并没有阻止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许多相关文献所展现的对劳动关系神秘化和辩护的批评。
但是，这些批评者们倾向于在认可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只对正统流行观点的特定方面进行不成体系的
和消极的对抗。
没有人尝试运用更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一种整合的可供选择的方法。
 　　本书写作的目的就是勾勒出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把“劳动关系”作为社会生产关系整体中的一个
因素来把握。
本书主要是关注理论、勾勒框架，所以并没有试图去提供一个关于劳动关系经验细节的广泛调查或者
其他作者的观点——虽然本书部分涉及了这两个方面。
 　　本书的学术观点得益于两方面。
无论自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有多么深刻的理解，都得益于他们的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卢森堡
、托洛茨基、卢卡锡、葛米西和其他许多人的；得益于多年来在社会主义运动过程中与许多好同志的
讨论；也得益于参加过斗争的工人自身的经验教训。
我所知道的关于英国劳动关系的知识大部分是从老师、同事、学生和工会主义者那里学来的。
既然我在这本书中关注了林林总总、互不相同的学术观点，因此在这里表达我对休·克莱格（Hugh
Clegg）的感激是非常合适的。
多年来，他精到的学识和不留情面的批评对我助益良多，这使我更加犀利地阐明我那些引起争议的观
点。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的许多同事对于本书基本观点毫无保留的批评也使我受益匪浅。
 　　在为初学者阐明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关系观点时，我遇到了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我至今也不
敢声称已经圆满地解决了。
第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远非是一元化的，但是大多数解释的分歧和分析的微妙之处在此不得不被忽略。
第二个是概念性的。
那些形成学术分析基本框架和日常讨论（而且不仅仅在劳动关系领域中）的概念范畴经常是肤浅的，
而且不容许对关键的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进行充分的论证。
基于这个原因，马克思主义者发展了一些经常是奇怪的甚至是初学者难以理解的概念和术语。
鉴于本书的导论性质，我试图尽可能使用日常用语；也正因为如此，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责怪我
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
书末的“进一步阅读指南”给出了本书所涉及的许多问题的更多样化和进一步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观
点的解决途径。
 　　也许本书很快就成为多余的了，但是首先会激发出更多更好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劳动关系学术成
果；其次，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可以通过工人阶级的斗争废除现存的“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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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第一章?劳动关系是什么第二章?工会结构第三章?工会政策与工会民主第四章?资本与劳动关系第五
章?意识形态与政府第六章?基层工会组织与行动第七章?冲突与协调：劳动关系的辩证法进一步阅读指
南参考文献词汇表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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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劳动关系是什么　　“劳动关系”这个术语的内涵是什么？
这个学科业已成为公认的学术研究领域，并拥有了自己的教授和大学院系；因此，大家期望对某些范
围和内容有清晰的界定。
然而这些界定还是异常的罕见，而且如果那些在此领域中有专业知识、不容质疑的学者们试图对这个
术语进行精确的界定的话，他们很可能在重要方面不会达成一致。
　　研究劳动关系的大多数学者至少在一点上会达成共识：并不是所有的产业中的社会关系都属于该
研究领域，因此这个术语并不能完全按照字面含义给予解释。
产业中的关系明显地包括各种日常的私人相互关系：工人之间在喝茶休息时间的谈话或者娱乐、或者
监督员对自己的群体或团队成员的任务分派。
但是这些H常相互关系，可能被认为太琐碎，也不太重要，因而不被看做劳动关系的组成部分。
在另一一个极端，产业中存在这样一个社会关系领域，雇主和管理人员作出的决策会深刻影响其他领
域：建立与关闭一个厂房、产品种类与水平、引进特定的技术和工作组织形式、具体的利润分配方案
。
诸如此类的决策过程，尽管决定了那些被认为属于这个学科所主要关注的行动和关系的许多特征，但
还是被习惯地认为是存在于劳动关系领域之外。
　　劳动关系领域的多数专家认为产业中的某些关系类型应理所当然地被忽略，他们应该把注意力集
中在诸如工会集体谈判活动这些方面。
但是什么原则能解释这种选择性呢？
这是一个很难得到明确回答的问题。
反过来，这反映了（早期就有人指出过）英国学者在写作劳动关系著作上的经验主义——不愿意公开
致力于理论研究，仅仅坚持探讨“事实”和“实践问题”。
正如前文所述，这种经验主义是不合适的：实际上，理论上的假设并没有被排除，只是隐含在表面现
象背后而已。
事实上，仅凭直觉判断哪些属于这一学科，哪些不属于这一学科，仅仅是因为使用了模糊的选择标准
而免遭责难。
这种情况对学者是有害的，对初学者来说也是无所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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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劳资关系：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的学术观点得益于两方面。
无论自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有多么深刻的理解，都得益于他们的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卢森堡
、托洛茨基、卢卡锡、葛米西和其他许多人的；得益于多年来在社会主义运动过程中与许多好同志的
讨论；也得益于参加过斗争的工人自身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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