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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维权与员工的消极性权利

———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

程 虹，王 越

［摘 要］维护员工劳动权是工会的法定职责。随着劳动力工资不断上涨，劳资双方地位

发生变化，员工在工作中的自主选择意愿逐渐增强，现有劳动权利保障体系与社会发展

之间的不适应性已日渐暴露。在现代企业治理中，工会对健康有序劳资关系的形成具有

重要意义，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完善政府、工会、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协调机

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目前学界更多关注工会自身维权的有效性，但新时代中国的

工会转型更应从其定位和职能这一根本性角度来探究。本文依据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

调查数据( CEES) ，对工会保障员工劳动权的现状进行多维度实证检验。数据结果表明，

工会对员工就业权、劳动报酬权及职业培训权的保障有显著正向作用，但对休息权和社会

保险权的实现无显著影响。基于此，以机会成本理论视角明确工会未促进员工部分劳动权

实现的根源在于其维权职能界限不清，干预了员工有自主选择意愿的消极性权利，进而导

致员工面临“被动闲暇”和“非最佳投资”的困境。建议工会维权应以员工积极性权利的实现

为动力，以消极性权利的实现为界限，即工会维权重在“保障底线”，不可“过度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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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维护广大职工的合法权益，是我国工会的法定职责。①随着我国《工会法》《劳动法》《劳动合同

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工会维权的力度、强度和广度正不断拓展。②但近年来，劳动力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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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年上涨导致劳务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转变，员工在工作中表现出越来越强的自主选择意愿，逐

渐出现了一些“被迫加班”向“自愿加班”转变、“社保福利”向“社保负担”转变的现象。这表明随着

劳动者地位逐渐上升，劳动权利保障体系与劳资关系的变化发展之间开始出现不适应性。工会作

为我国治理劳资关系的重要主体，在促进员工、企业和政府相关利益方之间形成协商对话机制，

共同参与企业治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工会应当“发挥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

作用，完善政府、工会、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协调机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①，这为工会参与现

代化企业治理的角色定位进一步明确了方向，即工会应当成为健康有序劳资关系的协商平台，并

不需要成为员工所有权利的“代言人”。目前学术界主要关注工会对所在企业提升绩效，或对员工

实现权益的有效性研究，鲜有从员工权利视角探究工会的权力边界，而这又是新时代中国工会转

型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因此，本文基于我国工会维护员工劳动权的实证分析，从员工基本权利

的类型化视角探究工会维权职能到底应遵循何种界限?

基于此，本文运用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数据( CEES) ②，构建工会维权内涵的类型化框

架，从工会维权职能界限的角度探究其对不同劳动权保障差异化的根本原因。余下章节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是研究的理论框架; 第三部分是数据说明和描述性统计; 第四部分通过模型构建实证检

验工会与员工劳动权实现之间的相关度; 第五部分基于数据结果对其可能的原因进行探讨。最后

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 一) 工会维权职能内涵
我国《工会法》明确工会维护员工劳动权的职能应采用指导③、代表④、协助⑤、教育⑥等方式

实现。通过对现有相关文献的整理和分析可知，学界对劳动权的内涵界定依然存在较多分歧。从

概念来看，有学者认为劳动权的核心是有劳动能力的公民获得劳动报酬的就业机会，是劳动者享

有各项权利的总称; ⑦ 另有学者认为劳动权是劳动者享有的与雇主自由平等签订劳动合同，以自身

的劳动力使用权换取工资报酬的权利。⑧ 从研究角度来看，我国宪法学者多将《宪法》第四十二条

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界定为劳动权的内涵; 劳动法学者多以《劳动

法》第三条界定劳动权，即“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

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有社会保险和福利的

57程 虹 王 越 工会维权与员工的消极性权利———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习近平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于 2017 年 10 月 18

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向大会作的报告。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由武汉大学牵头，香港科技大学、"

"

$ 月 8，



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①。从是否缔结劳动关系来看，我国学者普遍认为劳动权即劳

动者所享有的权利，不仅保护正在从事劳动的人，也包括即将参加劳动的人。② 基于此，本文将工

会维权职能界定为工会保障劳动者享有的、因劳动而产生或与劳动有密切联系的权利，主要包括

就业权、劳动报酬权、职业培训权、休息权、社会保险权五大权利。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转型，我国工会已发展成为肩负维稳、维序、维权多重角色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工会，③ 但学术界对其维护员工劳动权的职能有效性仍持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我国工会只

是明示上级指示和表达员工诉求的“双向管道”( two-way conduit) ，④ 党政群一体化的定位导致其具

有较强的行政化，且对政府和企业具有依附性，只是一种类似于田间“稻草人”的机制，⑤ 对职工

合法权益的实现并无促进作用。但另有学者认为工会对员工劳动权的保障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如

帮助员工与企业进行更多交流沟通，促使员工参与企业培训以提高其工作技能，同时为员工提供

申诉途径，并提高员工的平均工资和福利水平等。⑥⑦⑧

鉴于此，现对已有文献的具体分析主要从上文中提出的劳动权分析框架，即就业权、劳动报

酬权、职业培训权、休息权、社会保险权等方面展开。首先，在签署劳动合同方面，有学者通过

实证说明工会可以显著改善企业雇佣期限结构，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企业用工不规范的问题，⑨

尤其是工会与农民工劳动合同的签订率显著相关。瑏瑠 其次，在员工获取薪酬方面，一些学者研究证

明工会存在明显的“工资溢价”效应，瑏瑡 从工资发放周期看工会能够显著提高其覆盖员工的小时工

资瑏瑢和平均工资瑏瑣，从员工性别看工会能显著提高女性员工工资，以改善工资结构的性别差异; 瑏瑤

而另一些学者研究证明工会对员工工资水平无明显的直接影响，瑏瑥瑏瑦 造成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员

工的资源禀赋和工作特征禀赋等，瑏瑧 更有学者认为工会不仅没有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反而因工

会自身的行政化和官僚化导致了员工收入分配不平等。瑏瑨 再次，在员工加班—休息时间方面，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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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认为工会减少了员工的工作时间，有效保障了员工的休息时间; ① 另有学者认为工会虽对员工的

工作时间并无显著影响，但对员工参加社保和企业培训发展方面有正向促进作用。②

( 二) 工会维权职能界限
我国工会是社会主义特色的党政分级控制的群众组织，③ 各地方工会由中华全国总工会领

导，④ 在企事业单位中遵循“促进企事业发展、维护职工权益”的原则，实质上是以政府行政部门

的角色“支持行政依法行使管理权力”。⑤ 如此，拥有行政权力的工会在履行职能的过程中，可能

会受到企业寻租、权力天然扩张性，甚至自发地向利益集团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出现对员工有关

工作自主选择的“过度干预”等职能越权现象。而工会作为维护员工合法劳动权益的法定组织，不

与劳动者自愿选择的权利冲突是其应有之义。因此，明晰工会维权职能界限不仅能促进工会在应

有范围内更好履职，更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员工在工作中自主选择意愿的实现。

权力所止之处应为权利所至之处，即工会维权职能之界应以员工基本权利为限。目前学术界

对基本权利的内涵形成了自由说、资格说、主张说、利益说、规范说、选择说、法力说等较有代

表性的权利本质学说。⑥ 首先，根据基本权利的效力特性可将其分为具体的基本权利和抽象的基本

权利。前者是指能够直接发挥法定效力的基本权利，后者则只能作为立法机关基本权利立法的依

据和效力来源。⑦ 其次，根据权利来源可以分为原始性权利和非原始性权利。前者主要指不可转让

和剥夺的基本人权，该权利赋予了国家强制性保障的义务，如政治权利与人身自由等，后者则与

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主要包括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等。⑧ 再次，有学者借鉴英国

哲学家以赛亚·柏林对自由的经典划分，即“积极自由”( Positive Liberty) 和“消极自由”( Negative
Liberty) ⑨，从相对方义务角度将基本权利划分为积极的基本权利和消极的基本权利。瑏瑠 其中，积极

性权利指个人要求国家权力做出相应作为的权利，即公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内容上表现为“要求

权—积极作为义务”的关系，在功能上表现为“受益—保障”关系; 瑏瑡 消极性权利指个人要求国家权

力做出相应不作为的权利，即公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内容上表现为“自由权—消极不作为义务”

的关系，在功能上表现为“防御—尊重”关系瑏瑢瑏瑣。基于此，本文将员工的消极性权利具化为员工可

自由选择劳动时间、地点、条件等基本因素，且不受工会强制性的过度干预。

综上，通过文献分析不难发现，学术界对工会维权有效性的定性定量研究已较为丰富，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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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和实证基础。基于此，本文做了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第一，现有的量

化分析具有一定的地区或企业固有属性的局限性，如采用某特定地区制造业调查数据，某类所有

制企业抽样调查数据等。而本文使用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 CEES) 的一手大样本数据，可支

持更细化、覆盖面更广的实证分析。第二，现有研究关于工会维权职能的有效性尚未达成统一，

且一般仅针对某项员工权利进行分析。而本文通过对文献爬梳明确工会维护员工劳动权的内涵，

检验工会对不同劳动权保障程度的差异化，并基于此探究在劳资双方地位转换的新时期，工会到

底应保障员工的何种权利。

三、数据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于武汉大学联合香港科技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的中国企

业—劳动力匹配调查( CEES) ，共回收有效企业问卷上千份，员工问卷上万份。本次大规模调查问卷

涉及内容广泛，不仅覆盖了企业的基本面数据和结构性数据，更涵盖性别、户籍及受教育程度等各

方面的员工个人因素( 见表 1) ，是国内首次内容全面的大样本企业和员工数据匹配调查①。与学术界

现有数据相比，本次调查在样本信息时效性、抽样随机性和指标多元性等多方面均做出了较大的

表 1 一手数据说明

样本项 样本量 占比

企业样本

所有制

规模

地区

国有与集体企业 93 7． 74%

民营企业 779 64． 81%

港澳台企业 210 17． 47%

外资企业 120 9． 98%

大型企业( 1 001 人及以上) 167 15． 06%

中型企业( 301 ～ 1 000 人) 237 21． 37%

小型企业( 300 人以下) 705 63． 57%

广东省 625 51． 65%

湖北省 585 48． 35%

员工样本

性别

年龄

工龄

户口

男 性 4 969 55． 61%

女 性 3 967 44． 39%

30 岁及以下 2 318 26． 18%

30 ～ 45 岁 4 169 47． 09%

45 岁及以上 2 366 26． 73%

5 年及以下 4 186 37． 06%

5 ～ 8 年 3 888 34． 42%

8 年及以上 3 222 28． 52%

农业户口 5 126 59． 34%

城市户口 3 161 36． 59%

统一户口 352 4．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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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改进。① 为保证样本的回收率和数据的真实准确性，本次调查培训了较为专业的调研团队，运

用 PDCA 全程质量控制手段，严格遵循进入企业现场填答问卷、坚持科学抽样程序的调查方式。

( 二) 变量说明
本文解释变量为“企业是否建立工会”生成的虚拟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每个样本企业中抽样员

工各劳动权的实现情况; 控制变量分为个人层次和企业层次。② 若样本企业同质，员工劳动权差异

可能取决于诸如性别、年龄、工龄、户口等一系列个体特征，因此引入这些员工个体特征作为控

制变量是必要的。由于样本企业来源于广东省和湖北省的不同市( 县) ，企业具有异质性和典型地

域特征，因此本文将企业所有制类型、规模、所在地区及行业等作为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见表 2) 。

表 2 变量的选择与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劳动权

就业权 签订劳动合同的的员工数

劳动报酬权 月工资超过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员工数

职业培训权 接受过十天以上免费职业培训的员工数

休息权 日工作时间未超过 8 小时的员工数

社会保险权
同时参加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及生育

保险的员工数

解释变量 是否有工会 工会 企业有工会编码为 1，无工会编码为 0

控制变量

个人层次

企业层次

性别 男性编码为 1，女性编码为 0

年龄 员工年龄，按月份计算

工龄 员工在该企业的工作年限

户口 城市户口编码为 1，农村户口编码为 0

所有制
以企业注册类型为准，将企业所有制类型分为国有集体企

业、民营企业、港澳台企业及外资企业，编码分别为 0、1、2、3

规模
以企业员工人数为准，将企业规模分为大型企业、中型企

业及小型企业，编码分别为 0、1、2

地区
以企业所在地为准，将企业划分为广东和湖北两类，编码

分别为 0、1

行业 以企业行业二位代码为准划分

( 三) 描述性统计
整体来看，劳动者的就业权和劳动报酬权实现较好，覆盖率分别为 78% 和 95% ; 但在职业培

训权、休息权、社会保险权等方面的实现仍有待改善( 见表 3 ) 。具体来说，《劳动法》第三十六条

规定的“日八小时工作制”覆盖了 52% 的员工样本; 据我国《社会保险法》《失业保险条例》及《社会

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企业应为员工缴纳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失业

保险、工伤保险及生育保险，但在本次调查中“五险”全缴的员工仅占比 12% ; 此外，我国颁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等法规以促进职业教育培训，



表 3 劳动权实现情况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样本量 总和 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就业权 8 670 6 774 0． 78 0． 41 1 0 1

劳动报酬权 11 249 10 737 0． 95 0． 21 1 0 1

职业培训权 11 249 1 624 0． 14 0． 35 0 0 1

休息权 11 249 5 826 0． 52 0． 49 1 0 1

社会保险权 8 078 944 0． 12 0． 32 0 0 1

为更科学地检验企业有无建立工会与员工劳动权保障现状的关系，本文采用 T 检验可以看出，

企业有工会与员工劳动权的保障现状显著相关。

表 4 工会与劳动权的 T 检验

样本 无工会 均值 有工会 均值 T 检验

就业权 4 050 0． 681 2 4 550 0． 869 7 － 0． 188 4＊＊＊

劳动报酬权 4 068 0． 932 4 4 573 0． 951 9 － 0． 0195 ＊＊＊

职业培训权 3 940 0．



图 3 劳动权实现的工龄因素差异 图 4 劳动权实现的户口因素差异

图 5 劳动权实现的企业性质差异 图 6 劳动权实现的企业规模差异

四、实证检验

据上文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本文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工会能否保障企业员工的个别劳

动权，结合已有关于工会与劳动权的相关文献，模型设定为:

laborright_ pi = β0 + β1 laborunion + β2X + ε
被解释变量 laborright_ pi 指就业权、劳动报酬权、休息权、社会保险权、职业培训权等劳动

权，将其保障情况生成企业层面的连续变量，即已实现劳动权的员工人数占该样本企业抽样总人

数的比重。β0 代表常数项的系数; 自变量 laborunion 代表企业是否已建立工会，为虚拟变量。系

数 β1 若显著为正，则说明企业建立工会对员工个人劳动权的保障有显著正向影响。X 为控制变量，

主要包括员工性别、年龄、工龄、户口等个人层面以及企业规模、所有制类型、行业、地区等企

业层面数据，其中员工的性别和户口按男性占比和城市户口占比生成企业层面连续变量。
经实证检验可知( 见表 5) ，我国工会较为有效地保障了员工部分劳动权。具体来说，在同时

控制了企业和个人特征后，工会表现出对企业员工就业权、劳动报酬权、职业培训权较为显著的

正向影响，但对企业员工的休息权和社会保险权无显著影响。
实证结果与描述性统计偏向基本一致。一方面，劳动权的实现程度与员工自身特征有显著相

关性。就业权与年龄、户口在 1% 置信水平下显著; 劳动报酬权与性别、年龄在 1% 置信水平下显

著; 职业培训权与性别、年龄在 5% 置信水平下显著，与工龄、户口在 1% 置信水平下显著; 休息

权与性别在 10% 水平下显著，与户口在 1% 置信水平下显著; 社会保险权与年龄、户口在 1% 置信

水平下显著，与工龄在 5% 置信水平下显著，与性别在 10% 置信水平下显著。因此，工会不仅应

该着重提升对员工休息权和社会保险权的保障，也需要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力度，如强化大

龄员工劳动合同的签订意识，同时监督企业落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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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这可能是因为本文数据基于制造业行业，且与现有文献的指标选取也略有差异。此外，本文

在数据计量方面仍存在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加强。

五、进一步分析

实证结果显示工会未能对员工的休息权和社会保险权产生有效保障，其根源实质是工会并非

“全职保姆”，有效保障员工权益的前提是具有合理清晰的工会维权界限，即“坚持底线”而非“干

预选择”，未能有效保障的结果即工会权力与员工权利冲突的初步体现。一方面，员工底线性的就

业权、劳动报酬权、职业培训权等积极性权利的实现，确有赖于工会履行其“作为”的保障义务;

另一方面，员工相对非底线性的休息权和社会保险权等消极性权利的实现也有赖于工会履行“不作

为”的尊重义务，即应尊重员工在加班和缴纳社保方面相对的自主选择性。现将以工会维权职能界

限为视角，具体阐述工会应如何履行其保障和尊重义务，以实现员工的积极性权利和消极性权利。

( 一) 以积极性权利的实现为动力
工会对员工的就业权、劳动报酬权和职业培训权保障得相对较好，即“签订劳动合同”、“获

得最低工资保障”和“获得免费培训的机会”，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三者具有社会公共性，即对工

会来说是促进劳动力市场和谐稳定发展的应尽义务，对员工来说是可以进一步保障权利底线、提

升自身发展的纯获益性劳动权。我国工会的保障义务正应以员工此类积极性权利的实现为动力。
当然，工会只有实质参与到企业对员工的日常管理中，才有可能履行其保障义务，进而维护员

工劳动权。但根据数据的进一步分析，目前我国工会对企业经营决策的参与度仍较低，普遍未超过

50% 。具体来看，只有近一半的工会在企业对员工学习培训和聘任裁员等计划制定中能达到共同决策

或决定性的水平，近三分之一的工会基本实现了对涉及员工薪酬福利、安全保障计划等的实质性参

与( 见表 6) 。工会对企业有关员工利益的经营决策参与缺失，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工会“稻草

人”理论，更是抑制了工会调解职能的实现。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何工会构建覆盖率虽已达到样本企

业的 56. 03% ，① 且由员工选举产生工会领导的企业占比达 60. 15% ，但在发生劳动纠纷时，过半数

员工还是会选择直接向老板、部门主任或人力资源经理反映，首选向工会反映的员工仅占比约 10% 。

表 6 工会对企业经营决策的参与度

企业经营决策
从不或极少参与 有一定影响力 共同决策或决定性

样本量 占比 样本量 占比 样本量 占比

员工学习、培训计划 145 21． 39% 246 36． 28% 287 42． 33%

招聘、裁员、晋升等计划制定 154 22． 82% 230 34． 07% 291 43． 11%

企业薪酬及其他福利的制定 221 32． 84% 217 32． 24% 235 34． 92%

员工卫生、健康和安全保障计划制定 248 36． 74% 220 32． 59% 207 30． 67%

毋庸置疑，建立工会的初衷是将劳动者的力量团结起来共同行使权利、表达意愿，缓和劳动

者与企业间实力不平衡的矛盾，旨在为劳动者与企业平等协商提供畅通的渠道和必要的保障。我

国工会虽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要在劳动纠纷中完全站在工人立场仍受限制，② 这使得工会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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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化发挥其职能以保障员工劳动权。从工会制度本身来看，背后可能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首先，“双重身份”导致不敢维权。我国工会定位为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各

级工会委员会由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① 也就是说，基层工会具有“双重身

份”，一方面作为企业员工受所处企业的管理，另一方面又作为第三方来监督企业对员工的保障。
当然，在这种模式下工会与员工紧密联系，有利于其设身处地考虑员工的切身利益。但在现实工

会维权过程中，面对企业员工身份与工会会员身份的权衡，大部分工会成员还是会选择前者，不

合理的关系定位使得工会面临维权等问题时，无力以监督者的身份与企业据理力争。
其次，法规泛化导致不会维权。我国《工会法》大多规定的是“听取工会的意见



劳动报酬大幅减少。此外，本次调查样本中一线工人占比 43. 71% ，而一线工人的薪酬计算方式以

计件工资或计时工资为主，所以通过加班拉长工作时间是获取更多薪酬最直接简便的途径。
( 2) 价值认可目标，主要包括工作机会和晋升机会两个因素。本文将员工按周工作时间是否超

过 48 小时为标准划分为两组，通过 T 检验( 见表 7) 可以看出: 在寻找工作时，工作时间较长的员

工不仅更易找到工作，平均耗时减少了四天，也有更多其他工作机会可供选择; 在进入企业后，

工作时间较长的员工更易获得晋升，且晋升的次数更多，相差近两次。这也就是说，员工加班不

仅能获得更多薪酬，也能获得所在企业和劳动力市场的认可，使得其职业生涯更加顺畅。

表 7 工作时间相关 T 检验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较短工作时间组 均值 较长工作时间组 均值 T 检验

工作机会
其他工作机会 2 703 0． 486 5 758 0． 439 0． 047＊＊＊

找到现工作耗时( 天) 2 471 13． 926 5 418 9． 745 4． 182＊＊＊

晋升机会
在该单位是否晋升 2 712 0． 406 5 755 0． 340 0． 066＊＊＊

在该单位晋升次数 2 700 0． 756 5 737 0． 597 0． 159＊＊＊

健康水平( BMI) 2 578 0． 643 5 464 0． 650 － 0． 007

( 3) 员工加班与身体健康无显著相关性。据身体质量指数( BMI) 的中国参考标准，健康标准为

BMI 指数介于 18. 5 ～ 23. 9。本次调查样本日工作时间超过八小时的员工中，身体健康员工占比

60. 53% ，非健康员工占比 31. 83% 。更进一步，T 检验也表明员工的工作时间与健康水平无显著相

关性。粗略地看，加班员工中有超过一半是身体健康的，这也就违背了社会普遍认为禁止加班的初

衷之一。当然，本文并非提倡员工加班，而是强调员工应有自愿选择是否加班的权利。
为避免因“过度保护”而干预员工通过自愿加班实现其直接经济目标和价值认可目标的权利，工会

更应关注避免员工强制性加班、保障员工加班后获取合理劳动报酬、工资拖欠等现象。至于加班问题，

不应脱离目前的现实情况一刀切地进行强制干预，而应给予员工和企业自愿合意的选择权利。
另外，“非最佳投资”即员工缴纳社会保险不仅是一份社会责任，更是一种长期投资。在社会保

险和商业保险逐步完善、“就业难”和“招工难”困境共存的情况下，缴纳社保对部分企业和员工来说

均非最佳投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以下三方面。
( 1) 部分员工“就业难”。2013 年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宏观经济增长速度和微观企业经营绩效

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趋势。① 与此同时，我国社保体系逐步建立，我国《社会保险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明确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需要用人单位和员工共同缴纳，且企业承担份额较大; 工

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只需要用人单位全额缴纳，员工不缴纳保险费。② 因此对企业来说，员工社保缴纳

成本极高。同时，企业还需承担大量人员管理成本，即员工可能在企业为其办理入保手续期间就已

经离职了。CEES 数据显示，样本中已有 44% 的企业使用了自动化设备，8% 的企业使用了机器人，

企业“机器换人”这一趋势明显的目的之一就是规避不断上升的员工劳动力成本。如此一来，本就面

临“就业难”困境的员工更易受到高额社会保险等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阻碍。
( 2) 部分企业“招工难”。CEES 跟踪调查数据显示，制造业企业的员工人数正在逐年下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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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将应为其缴纳的社会保险金抵作工资薪酬直接发放作为意愿工作条件之一，使得企业在“强制

缴纳社保”和“用工荒”中艰难抉择。
( 3) 商业保险体系较为完善。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日益活跃，且制造业行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企

业，一线员工及外来务工人员的流动性较大，跨省跨地区就业的现象已为常态。我国《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九条和第五十条明确规定了社会保险关系跨地区转移接续制度，同时规定了用人单位有尽快

为离职员工转移社会保险关系手续的义务。① 为使制度尽快落地，2016 年我国发布的《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纲要》也再次明确提出要“建立更加便捷的社会保险转移接续机制”。与此同时，我国商业保

险发展较为完善，部分员工为避免跨省跨地区社保转移中存在的流程复杂、材料繁琐等现实问题，可

能更倾向于缴纳商业保险。因此，为避免员工“就业难”和企业“招工难”的双重困境，工会不应强制

干预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而应遵循双方自愿合意的原则，履行其对员工自主选择权利的尊重义务。

六、政策建议

维护员工劳动权益是我国工会的法定职责，然而我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工会对员工权利的

保护领域也应随着劳动者地位提高而变化，不可固守传统角色定位。新时代中国和谐劳动关系的构

建不仅需要工会关注如何更好地履行其维权职能，更要明确精准定位才是其职能有效履行的重要前

提。在上述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为更好地推动工会参与现代化企业治理，促进和谐劳动关系的形成，

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准确把握我国劳动力状况的变化，构建弹性包容的维权机制。目前，劳动力已成为短缺资

源，若工会对员工休息权、社会保险权等消极性权利“过度保护”，不仅会增加企业和员工不必要的劳

动力成本，也会影响劳动力市场更充分的自由选择意愿。因此，工会应在把握新时代劳动力状况变化

的前提下，进一步明确自身维权职能的权力边界，在市场能够更好实现的领域大胆放权。另一方面，工

会应针对不同类型的积极性权利采取不同的治理策略，对职业培训权来说，将举办职业技能大赛和普遍

性的免费职业培训有机结合，以提升员工的劳动技能和整体素质; 对就业权、劳动报酬权来说，加大对女

性、大龄、农村户籍员工等“弱势员工”的倾斜性保护力度，坚持对员工底线性权利缺失的零容忍。
第二，丰富并拓展“桥梁纽带”的定位。十九大报告已明确提出工会的发展定位，即“创新群众

工作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发挥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②，“桥梁纽带”的定位是我国工会的特

色，也是值得长期坚持并不断丰富的优势。这一定位比“权利代言人”的定位更准确、深刻，也更加有

利于工会在不断变化的劳资关系中持续健康发展。但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桥梁纽带”定位的内涵

应进一步拓展，工会不仅是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也是企业联系员工的“桥梁纽带”，更是联

合各类主体共同参与劳资关系治理的“桥梁纽带”。在此定位之下，工会才能在更需要保护自由选择

权的权利领域保持必要谦抑，才能真正促进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
第三，搭建协商协调平台，构建更为包容的工会治理模式。劳动力市场不断变化，特别是共享经

济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大量新的商业模式正冲击着传统的劳动关系。共享经济的兴起，使得传统的

双边劳动关系出现了三方化的发展; 人工智能则不断挑战人类对劳动力输出的唯一性，机器换人无

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将持续扩大并发展。工会要积极成为政府、企业联络员工的最佳渠道，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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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九条: 国家采取措施，建立健全劳动者社会保险关系跨地区转移接续制度。第五十条:

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

转移手续。

参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习近平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于 2017 年 10 月 18 日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向大会作的报告。



要求搭建多方共同参与、利益均衡、开放包容的协商机制。唯有保持足够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才能不

断应对劳动力市场的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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