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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权与发展》

前言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与转型，以1984年年底开始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为起点，经过1992年提出向市
场经济体制转轨的重大决策，至今仍在进行中。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活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市场经
济体制框架基本建立，法律体系初步形成，经济建设获得了巨大成就，国际地位大为提升。当然，中
国也付出了各种重大的代价，积累了很多问题，留有诸多缺憾。　　在诸多重大缺憾中，较为突出的
是：“半个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残缺”、“半个市场经济体制”或“跛脚鸭式的市
场经济”问题——资本与劳动这一市场经济的“轴心关系”，以及相关的价值原则、制度安排和机制
设计，在改革与建设中，被长期边缘化，甚至缺乏必要的问题意识；劳资关系在社会一次分配领域的
分配职能（与生产职能并重），分配正义的价值和原则，被严重忽视；劳动者的权利，特别是劳动三
权，权利贫困和机制残缺较为严重，无法与资方建立平等、对等的博弈和合作机制。

Page 2



《劳权与发展》

内容概要

《劳权与发展:权利论与功能论的多维度分析》以我国集体劳动争议和产业行动的特征、成因和实际治
理策略为实证性研究的视角，探讨劳工权利与发展伦理、战略、路径的关系模式等规范性问题，试图
为我国完善社会分配、流动、整合机制，促进社会公正与可持续发展及推动积极改革、良性转型，实
行学术的强干预，提供新的视野、路径和方法。
《劳权与发展:权利论与功能论的多维度分析》提出并论证了规范意义的劳权体系(特别是劳动三权)是
市场经济和民主社会的构成性要素(Constitutiveelments)、劳权贫困导致分配扭曲和社会断裂、劳权既
是发展的目标也是发展的策略与手段等理论命题。认为天文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对于生存
、价值、伦理、权利等传统人文命题将产生深刻影响；主张在启蒙、祛魅和民主化、法治化等不可逆
转的过程中，重视权利哲学重构、发展伦理检讨，解决与劳权相关的制度和机制等问题；形成了初步
的文献化(documentation)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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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步雷，男，1967年出生，汉族：安徽灵璧人。北京大学法学学士、硕士、博士。曾从事警察、秘书
、法官等职业。现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教授、西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
所研究员、中国法学会社会法研究会理事，北京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律师。曾于2004～2006年在中国
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曾受邀请和资助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
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与荷兰全国工会联合会、国家社会与经济理事会作学术访问和工作交流。出版了
《法治化变迁的经验与逻辑》等个人著作和《劳动法案例教程》(主编)，发表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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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权与发展》

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问题、理论与方法　第一节  研究对象和基本假设　第二节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第三
节  研究方法和基本框架第二章  我国集体劳动争议和产业行动的概况与特征　第一节  我国集体劳动争
议的特征　第二节  我国集体劳动争议的概况　第三节  我国集体劳动争议的争议方法——以典型性、
代表性个案为例　第四节　我国集体劳动争议和产业行动的逻辑和结构第三章  我国集体劳动争议和
产业行动的成因分析　第一节　解释的框架和方法　第二节  我国集体劳动争议和产业行动的成因分
析第四章  我国集体劳动争议和产业行动的现行治理策略　第一节  概说　第二节  “体制内”治理的方
法和策略　第三节  “半体制化”的治理策略　第四节  “形内（体制内）实外（体制外）”的治理方
法和策略'　第五节  分析、评价和治道调整的方第五章  中国劳动刑法的若干重要问题　第一节  中国
劳动刑法的基本原理和框架　第二节  产业行动的刑事治理条件和刑事政策的理性化第六章  以劳权看
待发展（结语）　第一节  劳权是发展的目的和手段　第二节　充分启蒙祛魅背景下的劳权哲学　第
三节  回顾与总结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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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权与发展》

章节摘录

　　（3）部分公有制企业的衰败及其在劳动法方面的违法行为，企业的内部管理者当然地承担责任
，容易成为劳动者的抗争对象，而企业的外部管理者——政府机关和官员也应当承担责任。因此，劳
动者认为既需要在企业内部，也需要在企业外部实施产业行动。　　综上，中国特色的产业行动，与
中国的经济制度（所有制、产权制度）、企业制度、争议类型、地方公共权力机关在劳动执法方面的
渎职、陈情请愿的历史传统等因素有关，故形成了中国产业行动在场所、空间、对象等方面的中国特
色。　　由于集体劳动争议和产业行动并非一一对应、必然因果的关系，或者并非同类别、同位阶的
概念，两者并列提出，可能会产生问题。集体争议是指劳动者集体与雇主或者雇主集体发生的权利争
议、利益争议；产业行动是争议当事人为了强化自己的行动能力、对对方施加压力的争议手段之一，
通常在形式上也表现为集体争议不能得到合理解决而发生的结果。即使产业行动在形式上表现为争议
未能解决而发生的后果，但仍具有“斗争手段”的属性——为了迫使对方当事人妥协、让步的压力手
段。并非所有的集体争议都伴随着或都发生产业行动，产业行动仅是集体争议中的选择性手段或者可
能性结果之一。　　因此，需要阐明：集体劳动争议是市场经济中劳动争议的主要类型之一，在形式
上，其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之一是劳动者的集体行动（产业行动），两者存在因果关系。并列两者，
是因为它们具有共同的深层次成因、近似的治理方法，且在权利、义务、责任、功能、条件和机制等
方面具有相通性，因而进行共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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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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