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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与应对 ：

构建经济新常态下的和谐劳动关系
叶静漪

１

肖京
２

摘要 ： 经济新常 态 的 显著特征是 经济转型 与 创新 。 经国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规律的理性认识和客观总结 ，
是对

济新 常 态对 我 国 当 前 的 劳 动关 系 提出 了全方 位的 新挑 战 。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思路的重大调整。 在经济新常态下 ，
经

在经济新 常态下 ，
劳 动就 业 问题将会进

一

步 凸 显 ， 劳 动 关济结构的调整 、 优化、 转型与升级将会成为今后
一

段时期

系 双方 当事人 的地位将会进一步 失衡 ， 劳动 关系 领域的 矛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

盾 与 冲 突将会进
一步加 剧 ， 劳 动者的合法权益更容 易 受 到

侵害 。 经济新常 态下和借 劳 动 关系 的构建而言 ， 需 要 重 点
二、 经獅常态对我国当前劳动关系的新觀

把握利 益 平衡这个关键 点 ， 运用 法治 的 手段并加 以 相 应 的经济新常态的到来
， 将会对我国当前劳动关系产生重

配套措施 以实现经济新常态下的 劳动关 系 的和谐 。要而深远的影响 ， 带来
一

系列的新挑战。 在经济新常态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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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凸显 ，
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的地

位将会进
一

步失衡 ，
劳动关系领域的矛盾与冲突将会进

一

步加剧
，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更容易受到侵害 。

―

、 经济新常态的显著特征是经济转型与创新劳动就业问题将会进
一

步凸显 。 在以往的经济高速发

“

经济新常态
” 一

词首先由国家主席习近平最早提出 。 展时期
，
企业处于发展扩张阶段

，
对劳动力的需求比较旺盛 ，

２０ １ ４年 ５ 月 ，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

“

我国发能够较好地吸纳新增劳动力和农村转移劳动力 ，
最大限度

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 我们要增强信心 ，
从当前我国地解决劳动就业问题。 同时

，
由于经济发展增速较快

，
企

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 ，
适应新常态 ，

保持战略上的业不仅不会出现大规模裁员的现象 ， 同时还会在
一

定程度

平常心态 。

”

２０ １ ４ 年 １ １ 月 ９ 日 ， 习近平主席在 ２０１ ４ 年亚太 上提髙劳动者的工资和福利待遇 ， 这在
一

定程度上有助于

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 ， 发表了题为 《谋求持久发展劳动关系的稳定。

共筑亚太梦想》 的主旨演讲 ，
进
一

步对
“

经济新常态
”

的而在经涵常态下 ，
由于经济发展速度的减缓和经济结

基本特征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习近平主席指出 ，

“

中国构的调整 ， 企业的劳动关系将会打破旧有的稳定性 ，
劳动就

经济呈现出新常态 ， 有几个主要特点。

一

是从高速增长转业问题将会面临严峻的考验。

一

方面
，
经济发展速度的减缓

为中高速增长。 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
第三产业 、意味着企业的经获效益不再是以往的高水平 ，

这在
一

定程度

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 ，
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

，
居民收上将会抑制企业吸纳劳动力的需求 ，

甚至出现裁员的现象。

入占比上升
，
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 三是从要素驱动 、

另
一

方面 ，
经济转型将会不可避免地使得

一

些工人失业 ，
尤

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３

其对
一

些夕阳产业而言
，
整个行业都将面临被淘汰的压力 ，

经济新常态就其核心 内容而言 ，
是在经济增长速度减大规模失业的情况将会不可避免。 此外 ， 需要注意的是 ，

在

缓状态下的经济转型与经济创新。 经济新常态理论是对我当前经济新常态下 ，
国有企业改革也会对劳动就业问题产生

重要的影响
，
虽然未必会出现之前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大规模

１＿骑 ． 大学齡貌 下岗的现象 ，
但其对我国劳动就业的影响同样也不可小觑 。

２ 肖京 ， 中国社雜学院法学研＿助理研究员 、 Ｊ晾大学光华管理学院Ｗ士后研ｍ

究人员 。因此 ，
可以合理预见 ， 在未来一段时期 ， 失业冋题将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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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成为经济新常态下劳动关系麵临的突出问题 ，
劳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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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稳定性将会面临ｍ挑战。也会雜 ，
■体来讲

一娜不会太严重。

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的地位进
一

步失衡。 由于经济实但在经济新常态下 ，
随着经济增速由高速转向中高速 ，

力的悬殊差异以及劳动关系本身的特性 ， 劳动关系双方当企业的利润也会有所下降 ，
甚至是大幅度下降 。 出于控制

事人的地位具有天然的不平衡性 ，

“

强资本、 弱劳力
”

是
一

成本和赚取利润的需要 ，
用人单位可能会通过损害劳动者

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 在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和经济形势较 合法权益的方式来维持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例如 ’ 通过降

好的阶段
，
由于企业对于劳动力需求较为旺盛 ，

劳动关系低劳动者工资和福利待遇的方式压缩企业的用工成本 ， 通

双方当事人的这种天然不平衡性虽然不可能得到完全的逆过无偿加班加点的方式来提高企业的利润率。 这些做法都

转
，
但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是严重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 此外 ， 在经济转型过

而在经济新常态下 ， 由于经济发展速度放缓 ，
劳动力的程中

，
有些企业出于产业结构升级和创新驱动转型的需要 ，

需求不足 ， 劳动力的供给就显得更加过剩 ，
这将会在

一

定程将会出现大量的企业合并现象 ， 在转型不成功时 ， 甚至会

度上加剧劳动力市场中供求关系的失衡。 同时
， 在经济转型 导致企业的破产。 在此情况下 ，

拖欠工资 、 不支付相应经

阶段
，
必然会因为产业的转型升级 ，

淘汰
一

部分旧有的劳动 济补偿等严重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现象也就在所难免了 。

力 ， 使得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的地位进
一

＾失衡。 而经济创＿ ％

Ｈ、 经隨絲下獅赖赃系之建构

优势将会 曰飽虽化
，
除了少 术的员工 ’

更多的 由ｗｊ；分析可以看出 ，
经麵常态对我国当前的劳动关

劳动者将会面临被淘汰的压力 ，
缺少和对方进行谈判和议价系提出了全方位的新挑战。 如何有效应对经济新常态带来的

的实力 ，
从而加剧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地位的失衡 。这些新挑战

， 是当前需要迫切面对的问题 ，
中央对此也高度

由此可见 ， 在经济新常态下 ，
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改变重视 。 ２０ １ ５年 ３月 ２１ 日

， 中共中央 、
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

将会进
一

步加剧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地位不平等的现状 ，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 》 ，

对构建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

而这种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地位的失衡则会使得劳动者的的重大意义 、 指导思想
、 基本原则 、 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等

处境进
一

步恶化 ， 劳动者将会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 ， 这是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
，
成为指导我国新时期劳动关系工作的

在经济新常态下不可避免的现实问题 。纲领性文件。 就经济新常态下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而言 ， 需

劳动关系领域的矛盾与冲突进
一

步加剧。 由于经济利要重点把握利益平衡这个关键点 ，
运用法治的手段并加以相

益的天然对立 ，
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固然具有

一

定相互依应的配套措施 ， 以实现经济新常态下劳动关系的和谐。

存性 ， 各种矛盾和冲突也是在所难免。 但在经济的高速发利益平衡是构建经济新常态下和谐劳动关系的关键点。

展阶段 ，
双方的经济利益大致都可以得到满足 ， 劳动关系劳动关系的和谐在本质上是利益平衡的问题 ， 利益平衡了 ，

领域的诸多矛盾和冲突可以得到暂时缓和。劳动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和谐了 。 利益平衡中的关键问题

而在经济新常态下 ，
由于经济发展速度减缓

’
劳动关系駿济利益的平衡问题 ，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特别要注意

领域中
一

系列被暂时掩盖的矛盾和冲突会因经济形势的变化 济利益的平衡方面着手 ，
对于涉及到经济利益分配等关键性

而凸显 。 而在经济转型期 ， 经济的转型意味着对以往劳动关核心问题 ，必须充分考虑到劳动关系双方的具体情况和诉求。

系的调整和改变 ， 贝 ！
１会在劳动关系领域产生大量新的矛盾和在经济新常态下 ， 由于经济发展速度的减缓和经济下

冲突 。 在经济新常态下 ， 新旧矛盾的交织 ，
将会使得劳动关行的压力 ， 利益冲突问题更加明显

，
经济转型和经济创新

系变得更加复杂 ，劳动关系领域中的各种矛盾将会更加尖说 ，又会带来一系列新的利益冲突 ， 这使得在具体的案例中对

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的对抗和冲突将会进
一＾加剧 。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平衡变得更加复杂和 ５？难 。 基于劳动关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更容易受到侵害 。 劳动者合法权益系双方当事人地位不平等这一客观现实
，
在利益平衡中 ，

保障受到多个方面因素的影响 ，
经济形势和经济发展状况应当需要特别注意对劳动者合法利益的保护 。 这是因为

，

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
一

。 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 ，
企业的经劳动者作为劳动关系中相对弱势的

一

方当事人
，
更需要特

济压力较小 ，
伴随着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 ，

劳动者的工资 殊的保护来实现利益的平衡。

和福利也会得到一定程度提高 ，
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管理此外

，
构建新常态下和谐劳动关系中进行的利益平衡 ’

和要求也相对较为宽松 ：
， 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情况虽然 不仅应当出于经济效益方面的考虑 ， 还应当考虑到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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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动力市场走势及宏微观策略
梅新育

１

人力资源的培育 、 开发、 使用决定了
一

个企业 、

一

项资源竞争正趋向激化 ， 各企业单位都正付出更大努力增强

事业 、

一

个民族、

一

个国家发展的前景。 总体而言 ，
人力自身对劳动者的吸引力 ， 从而便于建立

一

支合意的人才队

伍。 越是高层次 、 大规模的企业和机构 ，
越是高成长新兴

１产业
，
越应重视自 己对劳动者的吸引力 ，

逐渐形成全面的
２

“

雇主品脾
”

是 由英国管理学者ｔｏｂｌ ｅ ｒ

？

和 Ｂａｒｒ〇？ 于 １
９ ９０ 年代提出的概念 ，

ｔｏｂｌｅｒ 和 Ｂａ ｒｒｏｗ （ １９９６
） 认为 ， 雇主品牌体现为雇佣行为及与雇主联系在

一

￡雇主品牌
２

战略
， 而雇主品牌战略也将日益成为企业的软实

有员工以及吸引潜在员工的相关价值 、 政策和行为体系
，
因此 ， 雇主品牌价值应力的莆悪 成部公

包含 象 、 雇佣《？駐？＊传播三作分。ｙＪ 口
Ｊ里女－卻柳７３ 〇

的基本生存权和Ｉ社会的基本稳定这些方面的因素 。 牢牢把的重要保证 。 劳动关系作为整个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

握了利益平衡这个关键点 ，
也就抓着了构建经济新常态下与其它各种社会关系紧密相连。 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 ， 不

和谐劳动关系的核心内容 。仅要从劳动关系本身入手 ，
还需要注意通过完善相关配套

法治是构建经济新常态下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手段。 措施予以保障。 唯有如此 ， 才能真正实现劳动关系的和谐。

法治是利益平衡的利器 ，
也是构建新常态下和谐劳动关系其中

，
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对于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具有

的重要手段 。 尤其是在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 ，独特的意义 ， 因此应当予以特别注意。

对于劳动关系的调整
，
也必须充分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中来 ’在经济新常态下 ， 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和经济转型等因素

充分发挥法治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使得失业等经济 、 社会风险曰益凸显 ， 对和谐劳动关系的构

要坚持依法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
劳动关系的建立、 运行 、建提出了挑战 ，

迫切需要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方式予以

监督 、 调处等各个环节都必须符合法治的要求。保障 。 应当说 ， 近些年来 ，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麵设取得了

应当说
，
近些年来

，
我国劳动关系领域的立法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

但从适应经济新常态的角度来看 ，
也还存在很

重大进展。 《劳动法 》 《劳动合同法 》 《就业促进法 》 《劳动多的不足之处 。 例如 ，
社会保障的覆盖面窄 、 社会保障的水

争议调解仲裁法 》 《社会保险法 》 等
一

系列法律 、 法规相继平低等问题依然存在 。 以上问题的存在 ，
不同程度地制约了

出台
，
为构建经济新常态下的和谐劳动关系提供了重要依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 因此 ，

通过完善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据。 当然
，
仅仅有以上法律 、 法规还是远远不够的。 法律以保证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 ，

就显得尤为必要。

的生命在实践 ，
要真正实现经济新常态下劳动关系的和谐 ，

除此之外
，
其它相应的经济制度、 社会制度和法律制

就必须把劳动关系领域的相关立法落实到实处。度建设 ，
对于实现经济新常态下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也具

此外
， 需要注意的是 ，

法治是构建经济新常态下和谐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例如 ，
财政制度和金融制度对于经济

劳动关系的重要手段
， 但并不是唯一手段 。 经济新常态下 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

进而也会影响到和谐劳动关系的构

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 ，
不仅需要通过相应的法治手段

，
还建。 再例如 ， 相关法律制度建设对于实现劳动者合法权益

需要通过一定的经济手段 、 行政手段等其他手段予以配合 。以及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的博弈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 进

完善相关配套措施是构建经济新常态下和谐劳动关系而影响到和谐劳动关系构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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