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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体面劳动 ( decent work) 的概念自 1999 年问世以来受到了国内学者的极大关注。
本文检索了 2009 年至 2012 年 9 月在国内公开发表的以 “体面劳动”为关键词的研究论文和

著作，并对这些研究进行了分析、梳理，认为近期的研究具有视角多元化、群体广覆盖和实

证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三个特点，最后做出了简要述评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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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cent Development in Research on Decent Work in China

ZHOU Ge
( School of Labor Economics，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China)

Abstract: The concept of“decent work”was launched by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n
1999． Since then，it has caught great attention among Chinese scholars． This paper collects and
reviews literatures on decent work published between 2009 and september of 2012 in China． Three
features of those studies are identified，namely diversified perspectives of research，broader coverage
of groups being analyzed and impressive progress in empirical research． Finally，several comments
and direc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 are 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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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面劳动的提出

1999 年 6 月，在国际劳工组织 ( ILO) 第 87 届国际劳工大会上，时任国际劳工局局长胡安·索

马维亚向大会提交了一份题为“体面劳动 ( decent work) ”的局长报告，这一概念从此为世人所知并

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共鸣。报告中提出，所谓“体面劳动”，意味着生产性的劳动，即劳动者的权利

受到保护、获得足够的收入和充分的社会保护; “体面劳动”也意味着充足的工作岗位，而且人们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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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广泛的就业渠道。同时，报告认为，当前国际劳工组织的首要目标是促进男女劳动者在自由、平

等、安全和有人格尊严的条件下获得体面的、生产性的工作［1］。
国际劳工组织之所以倡导体面劳动是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消除其带来的消极影响，促进

社会公平和正义。国际劳工组织指出: 能否为所有人提供体面劳动是检验经济全球化最基本的标准。
体面劳动的四项战略目标为: 工作中的权力、就业、社会保护和社会对话。

二、我国体面劳动研究的新进展

自体面劳动提出以来，这一问题就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国内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从概念理解到

概念运用两个阶段［2］。为了进一步把握近几年来这一研究领域的最新发展，笔者检索了 2009 年至

2012 年 9 月间在国内公开发表的以 “体面劳动”为关键词的论文和专著，并进行了梳理和分析，认

为近期的研究体现出视角多元化、群体广覆盖和实证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三个特点。
1． 研究视角的多元化

近年来，国内学者从诸多不同的着眼点对体面劳动进行了探索，呈现出研究视角多元化的特征。
( 1) “金融危机”的视角。燕晓飞等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体面劳动的冲击主要体现在失业率

的上升和劳动收入的下降，其中遭受冲击最大的是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低技能劳动者和受教育程度较高

的大学毕业生两类青年群体。他们还主张在艰难时刻，政府让税、企业让利、劳动者让薪，三方合理

负担风险和成本，共渡难关［3］。张爱权、杨胜昔分别提出，在当前严峻的形势下，保障职工体面劳

动具有更为突出的意义，不仅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和稳定，也能彰显我党 “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还能巩固职工的主人翁地位。他们还认为应进一步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来应对危机，促进体面劳动的

实现［4 ～ 5］。
( 2)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视角。贺汉魂等认为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体面劳动的概念，但

是，实际上体面劳动是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与实践形态［6］。这一观点呼应了周建群提出

的“体面劳动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题中应有之意”［7］。熊来平深入分析了马克思劳动思想的体面意

蕴，并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是劳动，劳动中还包含了伦理和道德的内容，而体面劳动

“不仅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在规定，而且是劳动者在社会中通过劳动获得愉悦的一种自我心理满

足，反映了劳动的生活意义”［8］。邱依等认为体面劳动不能靠社会机构 “施舍”，也不能依赖资方发

扬“风格”，而应成为全社会的理论认知、文化自觉，这就需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

断提升劳动价值，要尊重劳动、敬畏劳动、崇尚劳动［9］。
( 3) “现状及发展”的视角。庞博从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三方对话几方面研究了我国体面劳

动的实施状况，并总结了体面劳动的提出对我国政府、企业及工会带来的挑战［10］。陈静媛研究了我

国体面劳动立法的现状及我国在实施体面劳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11］。林燕玲则分析了体面劳动在国

外及国内的发展轨迹［12］。
( 4) “测评指标”的视角。李小波选取了 13 个指标构建起体面劳动结构维度。经过数据分析，

13 个指标被分成了 4 个维度: 第一是经济维度，包含的指标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消费水平、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第二是社会投入维度，包含的指标有医疗基金结余、养老基金结余、GDP 总量;

第三是社会保障维度，包含的指标有工会数量、会员数量、医疗基金占 GDP 的比重以及养老基金占

GDP 的比重; 第四是就业维度，包含的指标为男性失业率、女性失业率以及总体失业率。该研究进

一步确定了体面劳动的测量公式，填补了国内在体面劳动的维度及指标研究方面的缺失［13］。申晓梅

等根据体面劳动的四大战略目标，从政府、企业、员工三个层面分别对体面劳动测评指标做了进一步

的分解，构建了一个包括核心指标、基本指标和具体指标要义在内的可操作、可衡量且能正确评估体

面劳动水平的综合性的多层次指标体系［14］。曹兆文考察了国际劳工组织体面劳动的 11 类衡量指标与

6 大基本理念的关系，展示了体面劳动衡量指标及其基本理念的结构与相互关系的特点，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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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性”或“整合性”，是体面劳动理念以及衡量指标体系所共同具有的重要特性［15 ～ 16］。
( 5) “机制构建”的视角。王希认为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法律体系，但距离国际

社会对体面劳动的要求还有差距，因此，我国应从完善法律体系着手，构建体面劳动的法律保障机

制［17］。卫兴华等提出体面劳动的实现依赖于三重机制的构建，即公平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机制、广

覆盖多层次的社会保障机制和完善的劳动者权益保护机制［18］。
( 6) “工会”的视角。学者们普遍认为推进体面劳动是时代赋予工会的责任，工会应该在多维视

野中开展工作［19］，要从推动职工“劳有所得、劳有所保、劳有所乐、劳有所尊”四个方面发挥积极

作用［20］，体面劳动需要强势工会［21］。
此外，袁凌等从博弈论的视角对体面劳动进行了探讨。研究认为员工体面劳动保障机制的形成是

企业与员工的行为博弈过程，并对这一过程进行了分析，进而构建了企业员工体面劳动保障制度的博

弈模型［22］。袁凌等从隐性合约理论着眼，提出隐性合约的形成有助于长期劳动关系的构建，而长期

劳动关系与体面劳动的实现具有较强的关联性［23］。丁开杰分别从社会排斥理论和包容性劳动力市场

的角度分析了我国的体面劳动赤字问题，并提出了完善体面劳动战略的政策建议［24 ～ 25］。宋国学则从

体面劳动绩效入手，阐述了体面劳动的绩效标准、体面劳动的绩效指标，以及体面劳动的关联因素，

这无疑对体面劳动绩效的衡量与改善具有重要意义［26］。这些研究从一个个崭新的视角出发，将体面

劳动置身于更广阔的研究框架之内。
2． 研究群体的广覆盖

国际劳工组织一再强调体面劳动应为全体劳动者所共享，但毋庸置疑，不同群体的体面劳动状况

存在很大差别，这一现象引发了众多针对特定劳动群体的研究。
( 1) “农民工群体”。刘立虎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按照体面劳动的四个战略目标调查了某地农

民工的体面劳动状况，并提出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社会保障法规不完善、社会政策实施不力和农民工

体面劳动意识薄弱是这一群体实现体面劳动的主要障碍因素［27］。同样的，贺天平等通过问卷调查，

考察了某地新生代农民工体面劳动缺失的现状，并认为法律制度的阻碍与欠缺、“强资本、弱劳工”
的不平衡博弈格局、社会支持乏力，以及农民工自身素质和维权意识的限制是造成体面劳动缺失的主

要原因［28］。邓圩则通过几则案例生动地描绘出新生代农民工对丰富多彩的生活的追求和对体面劳动

的向往［29］。王永芳提出，目前农民工劳动现状与体面劳动的要求相差甚远，树立 “以人为本”的价

值取向是实现农民工体面劳动的关键［30］。李朝阳认为由于城乡排斥和性别排斥效应的叠加，女农民

工处于明显弱势地位，该研究从体面劳动的视角透视了女农民工在享有劳动权益方面存在的不足，并

提出了若干对策［31］。
( 2) “知识工作者群体”。李朝阳提出虽然教师的体面劳动状况明显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但也存

在劳动报酬权缺失、劳动权益缺失、民主参与权利缺失的问题，影响了其共享体面劳动的权利［32］。
杨晓鸿探讨了高校教师作为劳动主体在实现体面劳动的过程中应该持有的劳动价值观，并提出 “劳

动是快乐的，应该成为体面劳动的价值核心”［33］。赵红强调实现体面劳动最根本的是要保障高校教师

的权益 ( 人身权、报酬权、话语权、受救济权、教学自主权、学术自由权、专业发展权、参与高校

管理权等) ［34］。
( 3) “家庭工人群体”。2011 年 6 月，第 100 届国际劳工大会通过了 《2011 年家庭工人公约》

( C189: Decent Work for Domestic Workers) 及其同名建议书 ( RL01) 。刘明辉论证了这一公约的基本

精神和立法协商机制对我国相关立法的影响，并提出了若干立法建议［35］。廖娟认为家庭工人是经济

“车轮的润滑油”，家庭工人体面劳动的实现将产生增值效应，然而我国约 2000 万人的家庭工人群体

并没有被纳入正式的劳动就业范畴，不能平等地享受国家提供的社会待遇［36］。林燕玲等论述了家庭

工人所面临的特殊困境，并介绍了国际劳工组织提出的实现家庭个人体面劳动的一些措施［37］。
( 4) “女性劳动者群体”。熊越按照体面劳动的四项战略目标对我国女性劳动者的体面劳动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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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际现状进行了比较研究，并考察了不同法系国家关于保障妇女体面劳动的法律和政策。作者认为

目前我国在妇女体面劳动法律保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为立法理念滞后、现有法律法规存在缺陷和程序

问题［38］。李朝阳从体面劳动的视角剖析了我国女性劳动者劳动权益缺失问题，并提出建构政府、单

位、工会和妇联沟通合作的机制等建议［39］。
此外，也有学者对农业生产者、非正规就业群体、城市弱势群体、矿工、服装企业员工、资源型

地区劳动者［40］等特定群体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3． 实证研究的突破

国内以往的研究多为理论分析或文献整理，在体面劳动衡量指标操作化和实证研究方面极为欠

缺［41］。近年来，随着对理论的深入理解和内化，国内体面劳动的研究已经步入了实证研究的新阶段，

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曹兆文运用因果检验、回归分析等计量学方法论证了我国 GDP 对体面劳动生产性①的影响，研究

显示 GDP 的增长总体上可以促进体面劳动生产性绝对指标的提高，但是 GDP 的工资增长效应不稳

定，而 GDP 对体面劳动的相对指标无明显作用。这表明，经济发展并不一定意味着体面劳动的提升，

也不一定意味着劳动者生活质量的提高。因此，只有把体面劳动政策与其他政治、经济等各项政策措

施结合起来，才能实现体面劳动的生产性［42］。
黄维德等借鉴国外研究中体面劳动的测量方法，从就业、工作权利、社会保护、社会对话四个方

面测算了 40 个国家的体面劳动指数 ( 基于 2005 年的数据) ，发现我国的体面劳动指数在 40 个国家中

排名 29，属于中等偏下水平，其中社会保障和社会对话是较为薄弱的环节。进一步分析发现，体面

劳动和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均呈正向关系，但是社会发展对体面劳动的促进作用要远远大于经济

发展［43］。
周强将彼特·布劳的社会结构理论和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引入对农业生产者体面劳动客观水平

和主观认同水平的差异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之中。通过对 567 份有效问卷进行相关分析、多元线性回归、
Logistic 回归分析等技术性处理，发现农业生产者体面劳动客观水平的差异主要存在于政治身份、年

龄和文化程度变量上，而主观认同水平上的差异主要存在于年龄、政治身份变量和体面劳动总指数

上。研究同时发现，年龄、党员身份、劳动技能和文化程度是影响农业生产者体面劳动客观水平的主

要因素，而影响其体面劳动主观认同水平的主要因素为年龄、经济收入和生活质量［44］。
柯迪对上海知识员工的体面劳动状况进行了测量和统计分析，并探索了三类不同企业文化 ( 官

僚制、创新性、支持性) 对知识员工体面劳动水平的内在影响，以及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对企业文

化和体面劳动的中介作用。调查发现，上海知识员工的体面劳动水平偏低，其中低层次保障水平

( 劳动、收入、再生产技能等) 明显低于高层次保障水平 ( 工作、代表权等) 。研究表明，不同类型

的企业文化对知识员工体面劳动水平都有促进作用，其中支持性企业文化的影响最为显著。研究还发

现三类企业文化均能够通过提高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的质量来提升知识员工的体面劳动水平［45］。
孙骎骎通过问卷、访谈、实地调研等方法对上海和江苏等地服装企业员工的体面劳动现状进行了

调查和统计分析，比较了生产一线员工、非生产一线员工和企业主 ( 或管理人员) 对体面劳动的认

知、理解和需求，并采用最优尺度回归的方法建立了服装企业员工体面劳动评价模型。这一模型的建

立可以说是该研究的一大亮点。随后，这一模型被应用于 5 家服装企业，以便探索体面劳动存在的问

题，最终该研究提出了服装业员工激励机制的构想［46］。
杨澄等以类似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调查了生产型服装企业体面劳动现状及员工对体面劳动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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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体面劳动生产性即体面劳动对劳动者所带来的经济回报特性，其衡量指标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反映劳动者收入平均水平的指标，
称为绝对指标，如选择行业的平均小时工资、平均实际工资、制造业工资指数和就业者近期接受在岗培训情况等; 另一类是反映
劳动者收入的分配结构的指标，即衡量劳动工资不平等程度的指标，称为相对指标，如低工资率、最低工资相当于中位数工资的
百分比和有工作的贫困者等。



知、满意度和重视度评价，并采用最优尺度回归方法建立了体面劳动认同度方程。结果表明，目前服

装从业人员对体面劳动理念有所了解，但理解深度有限，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进一步关注与

宣传［47］。
张辉创造性地以纵贯式的方法，通过调查、数据分析和案例研究探究了我国纺织服装企业的体面

劳动战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显示，积极履行体面劳动战略的企业的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都优于

被动应付型企业; 反之，体面劳动的提升可以通过企业转型升级来实现［48］。

三、研究评述和展望

与国外的研究相比较而言，我国学者对于体面劳动问题的关注与研究起步较晚，而且以往的研究

不够深入［49］。然而，通过对 2009 年以来国内及国外相关文献的检索和分析 ( 注: 笔者将另撰文综述

国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 ，笔者认为这一时期国内学者的研究不仅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国外学者，研

究深度也明显提升。正如前面所述，近期的研究呈现出视角多元化、群体广覆盖、实证研究的突破三

大特征，而多元化的视角和实证研究的突破更直接体现了研究深度的变化。这些研究较好地结合了我

国的实际，并在某些方面填补了以往研究的空白，例如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构建体面劳动的测评指标

体系、确定体面劳动的测量公式，以及我国 GDP 对体面劳动生产性影响的实证研究等。
此外，笔者还发现在文献中有 7 篇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这些研究大多为实证研究，而且运用了统

计、计量等方法，展现出较好的研究功底。这些新生力量的加盟无疑将充实我国体面劳动的研究队

伍，进而对后续研究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当然，国内现阶段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整体创新性不足，虽然个别研究体现出独到

的思路、方法和观点，令人眼前一亮，但多数研究仅仅是对以往研究的重复或运用已有研究框架分析

其他群体的体面劳动问题。此外，对测评指标的研究尚属于探索阶段，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具有广

泛影响力的体系。
因此，本文认为未来对于体面劳动的研究可以从如下几方面推进。
首先，测量指标逐步统一。国外学者对体面劳动测量指标的研究视角虽然存在差异，但都是围绕

体面劳动的四大战略目标，其中某些指标体系还获得了各国的广泛认可。国内现有研究还较为零散，

并未达成共识。今后的研究可以在政府或权威研究机构的推动与协调下逐步确立国家层次的统一的测

评指标体系，各地区可在此基础上根据本地区的特点对具体指标进行适度调整，这样既可以比较各地

区体面劳动水平的差异，也有助于体现各地区的特色，为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其次，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研究相结合。国内早期的研究多为对国外理论研究的解读，随后开始了

针对我国国情的理论研究，现阶段的研究又在国内实证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下一步可以从体面

劳动水平较高的国家的实证研究着手，探究和借鉴其成功经验，推进我国体面劳动的实践。
最后，进一步深化体面劳动的研究。可以将体面劳动放在更广阔的视野下，创造性地探索相关因

素对体面劳动的影响，例如文化差异、所有制形式、管理方式、技术进步以及个体特征等因素与体面

劳动的相关性。还可以在测量指标的基础上构建数理模型用以检验指标的有效性，并利用计量的方法

进一步检验模型的信度和效度，使对体面劳动的测量更真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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