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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社会主义协作劳动制度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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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协作劳动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ꎮ 与雇佣劳动不同ꎬ协作劳动是社会主义劳动关系的体现ꎬ而雇

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点ꎮ 我国改革开放推进市场经济ꎬ不能将雇佣劳动当作市场经济的伴生物ꎬ更
不能将其全盘照搬ꎮ 必须在改革的过程中ꎬ逐步改变从资本主义社会沿袭下来的还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劳

动关系的痕迹ꎮ 只有这样ꎬ才能激发全体劳动者的劳动热情ꎬ爆发出无限的创造力ꎬ为社会主义作贡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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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ꎮ 社会关系

指的是人在劳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交往合作关

系、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以及劳动成果的分配关

系ꎬ由此形成的人们之间的政治地位关系ꎬ“以一

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ꎬ发生一定

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ꎮ〔１〕而一切社会改革ꎬ最
后总要通过劳动关系表现出来ꎮ 深入贯彻十九

届六中全会精神ꎬ在社会领域认真落实全会“统
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ꎬ要重视我国社会建设尤其是

劳动关系的制度改革ꎬ逐步建立和完善符合社会

主义理念的劳动关系ꎬ由此才能真正有效地促进

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ꎮ

一、协作劳动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人类的历史严格意义上讲就是一部劳动史ꎮ

对于人类社会来说ꎬ劳动不仅创造了人ꎬ也创造

了人类历史ꎬ马克思说过:“全部人的活动迄今为

止都是劳动”ꎬ〔２〕 “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

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ꎮ〔３〕 劳动不仅创造

了历史ꎬ劳动也是衡量人类历史进步的一把标

尺ꎮ 劳动在世界历史进步中的作用可以从多个

角度来考察ꎬ比如人类使用工具的历史ꎬ恩格斯

说:“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ꎬ但促进劳动和

人类社会进步的不仅仅是劳动工具ꎬ人们以什么

关系来从事劳动即劳动的形式甚至更为重要ꎮ
如果说人们创造历史的第一个行为就是“生产物

质生活本身”ꎬ〔４〕 那么所有的生产活动都是以一

定的方式进行的ꎬ这就有一个劳动形式的问题ꎮ
在不同的社会ꎬ生产物质生活的劳动关系是不同

的ꎬ不同的劳动关系与不同的社会有密切的联

系ꎬ故考察劳动的形式ꎬ了解不同劳动关系在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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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的作用从而促进劳动关系的进步ꎬ也是推进

社会进步的一种途径ꎮ
历史上ꎬ人类劳动大体上可以分为生存劳

动、强制劳动、雇佣劳动和协作劳动四种形式ꎮ
所谓生存劳动ꎬ是直接为生存而进行的劳动ꎮ 生

存劳动是一种为自己生存而进行的自觉自愿的

劳动ꎮ 社会生活中最常见的以打渔捕猎和采集

为生的劳动就属于此类劳动形式ꎮ 生存劳动是

劳动的低级形式ꎬ虽然生存劳动是一种自由的劳

动ꎬ但由于生产力的低下ꎬ劳动的自由性很低ꎬ劳
动成果仅够维持生存ꎬ或者处于一种艰难的维持

生存的状态ꎬ不劳动就没有办法生存ꎮ 在人类生

产力极为低下的情况下ꎬ大部分人类劳动都属于

生存劳动ꎮ 几天没有劳动成果就会面临饿肚子

的困境ꎬ早期人类的寿命很短ꎬ甚至许多远古墓

葬中都发现有人吃人的习俗ꎬ就与生存有关ꎮ 电

影«楢山节考»真实记录了日本早年这种生存劳

动的社会惨状ꎬ老年人因为不能劳动却要消费粮

食ꎬ所以被送到山上饿死ꎮ
第二种劳动形式是强制和半强制劳动ꎮ 强

制劳动是为他人而进行的劳动ꎬ是一种不自觉也

不自愿的劳动ꎮ 强制劳动具有强迫性ꎬ其劳动成

果不属于劳动者ꎮ 失去自由的人被迫从事的劳

动ꎬ如奴隶社会中的奴隶劳动和封建社会中的徭

役劳动都是强制劳动ꎮ 强制劳动是由于强大的

外部力量和制度形成的ꎬ在强制劳动下劳动者没

有基本的人身自由ꎬ或者只有很少的人身自由ꎮ
强制劳动给劳动者带来的往往是身体的残疾和

痛苦ꎬ劳动者在强制劳动中感受不到任何劳动的

乐趣ꎬ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孟姜女哭长城ꎬ就是对

专制王朝强制劳动的一种控诉ꎮ 半强制劳动是

由于某种身份从属或人身依附形成的劳动ꎬ如西

方封建社会中附庸在领主庄园内的劳动ꎬ中国封

建社会中对地主具有依附关系的农民的劳动等ꎮ
半强制劳动中ꎬ劳动者虽然有一定的自由ꎬ但由

于身份限制ꎬ以及对土地的依附性ꎬ劳动成果大

部分被领主和地主占有ꎬ劳动者通过艰苦的劳动

只能够维持起码的生存ꎮ

第三种劳动形式是雇佣劳动ꎮ 雇佣劳动是

资本主义社会广为采用的劳动形式ꎬ也是被马克

思广为批评的一种劳动形式:“资本来到世间ꎬ从
头到脚ꎬ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ꎮ〔５〕雇

佣劳动也是为他人而进行的劳动ꎮ 雇佣劳动条

件下ꎬ劳动者有一定的有限的人身自由ꎬ但由于

资本的贪婪和劳动者对资本的依附性ꎬ劳动者的

自由是极为有限的ꎮ 在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早

期ꎬ甚至出现过“羊吃人”的现象ꎮ 由于雇佣劳

动制度ꎬ劳动者的劳动及其“劳动力是一种商品ꎬ
是由其所有者即雇佣工人出卖给资本的一种商

品”ꎬ〔６〕“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

实化ꎬ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ꎬ
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ꎮ〔７〕马克思在«１８４４ 年经

济学哲学手稿»中曾猛烈地批判过这种劳动异化

现象:“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ꎬ但是为

工人生产了赤贫ꎮ 劳动创造了宫殿ꎬ但是给工人

创造了贫民窟ꎮ 劳动创造了美ꎬ但是使工人变成

畸形ꎮ 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ꎬ但是使一部

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ꎬ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

机器ꎮ 劳动生产了智慧ꎬ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

钝ꎮ” 〔８〕雇佣劳动是劳动异化的主要原因ꎬ因为

“这种劳动还没有为自己创造出(或者同牧人等

等的状况相比ꎬ是丧失了)一些主观的和客观的

条件ꎬ从而使劳动会成为吸引人的劳动ꎬ成为个

人的自我实现”ꎮ〔９〕 其结果必然导致“物的世界

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ꎬ〔１０〕 也即人的

尊严的丧失ꎮ 对劳动者来说劳动是外化的东西ꎬ
因而不是自由意志的体现ꎬ而是强制劳动ꎬ不是

他自身的东西ꎬ而是“他自身的丧失”ꎮ〔１１〕 因此ꎬ
马克思在劳动关系上的基本主张就是与雇佣劳

动决裂ꎬ“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

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ꎮ” 〔１２〕

劳动的第四种形态是协作劳动ꎮ 协作劳动

是指与雇佣劳动相对立ꎬ以协商和合作为前提建

立的ꎬ以自由和平等为特点的一种双向劳动机制

或状态ꎮ 协作劳动包含了劳动协作ꎬ但又不等于

劳动协作ꎮ 所谓“双向”是指劳动关系的建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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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双方协商建立的ꎮ 当代社会几乎所有的劳动

都具有合作性ꎮ 劳动的合作性早在工场手工业

或更早形态的劳动中就已经产生ꎮ “许多人在同

一生产过程中ꎬ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

程中ꎬ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ꎬ这种劳动形式叫

做协作ꎮ” 〔１３〕协作劳动具有合作性ꎬ但我们所指

的协作劳动ꎬ是从雇佣劳动制度中产生出来的一

种新形式的劳动ꎮ 在形式上ꎬ协作劳动也带有某

种雇佣性ꎬ比如公司招聘和录用员工ꎮ 但在协作

劳动中ꎬ这种雇佣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合同关系ꎬ
更接近于劳动协作ꎮ 在协作劳动中ꎬ劳动者的劳

动是一种自觉自愿的劳动ꎬ劳动关系的确立、劳
动的报酬都是通过协商由劳动协定或合同确定ꎮ
协作劳动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劳动关系ꎬ劳动者之

间没有隶属性和从属性ꎮ 劳动者根据其创造性、
能力和工作表现获取劳动报酬ꎮ 我国宪法确立

的按劳分配就是一种协作劳动的分配模式ꎮ 协

作劳动与雇佣劳动的区别在于劳动关系的建立

和劳动关系的本质不同ꎮ 协作劳动是以协商和

合作为前提而建立的一种对等性的劳动关系ꎬ协
作劳动更强调和注重劳动关系双方的平等和自

由ꎮ 协作劳动是不同的人用协作的方式为同一

个目标而劳动ꎬ是人们通过劳动实现自我意志的

一种劳动形式ꎮ 而雇佣劳动是单向的ꎬ劳动者是

不是被雇佣或如何雇佣由雇主决定ꎮ 这种单向

性劳动关系决定了雇佣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往

往具有从属性和依附性ꎮ 劳动者和雇主的关系

是不平等的ꎬ劳动者很少拥有讨价还价和协商的

权利ꎬ甚至在很多时候劳动者还不得不屈从于资

本的各种苛刻条件ꎮ 劳动者在雇佣劳动中只是

出卖劳动ꎮ 所以马克思说“资本和劳动的关系ꎬ
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

心”ꎮ〔１４〕

协作劳动是劳动的进步形式ꎮ 以往“在奴隶

劳动、徭役劳动、雇佣劳动这样一些劳动的历史

形式下ꎬ劳动始终是令人厌恶的事情ꎬ始终表现

为外在的强制劳动”ꎮ〔１５〕 只有在协作劳动条件

下ꎬ劳动才发生质变ꎬ才成为人们实现自我的一

种方式ꎮ 劳动方式的进步是一种生产方式的进

步ꎬ人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从事劳动ꎬ就是一种

生产方式ꎮ 马克思主义从生产方式变革的角度ꎬ
把人类社会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ꎮ 生存劳动主要

是在原始社会ꎬ是由当时低下的生产力决定的ꎮ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ꎬ更多的是强制劳动ꎬ封建社

会后期开始出现一些雇佣劳动ꎮ 雇佣劳动是资

本主义社会普遍的劳动形式ꎮ 在市场经济的推

动下ꎬ雇佣劳动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进步和财富

的增长ꎮ １６０ 年前ꎬ马克思曾用一种极为赞叹的

语言论述过这一时期人类物质财富的增长:短短

一百年的时间里ꎬ它所创造的生产力ꎬ“比过去一

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ꎬ还要大”ꎮ〔１６〕

１９ 世纪下半叶ꎬ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ꎬ资本

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猛烈

批判ꎮ ２０ 世纪中叶以后ꎬ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

冲击ꎬ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雇佣劳动逐渐向协作

劳动转变ꎮ 随着当代科技分工和科学技术的发

展ꎬ协作劳动成为当代发达国家普遍的劳动形

式ꎬ许许多多的产品都是国际协作劳动的产物ꎬ
导致当代社会每一个普通人都能享受到这种国

际化协作劳动带来的成果ꎮ
如果说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

点ꎬ那么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点理所应当就是

协作劳动ꎮ 社会主义社会是比资本主义社会更

加高级的社会形态ꎬ同样应当在社会主义的劳动

关系上体现出来ꎮ 社会主义劳动的优越性就是

合作性ꎮ 协作劳动是比强制劳动、雇佣劳动更加

优越的一种劳动形式ꎮ 马克思高度肯定了协作

劳动ꎬ从十一个方面论述了协作劳动的优越

性ꎬ〔１７〕认为“在协作劳动中ꎬ劳动者摆脱了个人

的局限性发挥出他作为结合劳动者一个成员的

作用ꎬ创造了一种新的生产力”ꎮ〔１８〕 尤其是经典

作家对未来社会主义劳动关系的大量描述ꎬ体现

的都是自由平等和自觉自愿的协作劳动ꎮ 马克

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讲到的自由人联

合体就是一种协作劳动的形式ꎬ“代替那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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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ꎬ将是这样

一个联合体ꎬ在那里ꎬ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

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ꎮ” 〔１９〕 马克思还设想:在自

由人联合体中ꎬ“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ꎬ
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ꎬ社会调节着整

个生产上午打猎ꎬ下午捕鱼ꎬ傍晚从事畜牧ꎬ
晚饭后从事批判ꎬ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

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ꎮ〔２０〕

当代世界已经出现了协作劳动替代雇佣劳

动的历史趋势ꎮ 协作劳动体现的是不同劳动主

体之间的劳动协作ꎬ而这种劳动协作只有在平等

主体之间才能够有效实施ꎬ这就为促进不同国

家、不同社会内的社会平等创造了条件ꎮ 随着社

会的进步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ꎬ当代世界绝大

多数发达国家的劳动都开始向协作劳动转变ꎮ
即使是我们这个社会经常讲的个体户ꎬ同样也离

不开协作劳动和劳动协作ꎮ 社会越进步、经济和

科技越发达ꎬ劳动协作的分工就越细致ꎬ社会的

自由和平等就越充分ꎬ劳动协作的范围就越广

泛ꎮ 而社会越进步、科技越发达ꎬ劳动协作的重

要性就越突出ꎮ 一个社会只有融入世界性的劳

动协作中才有可能站在世界文明的前列ꎮ １５０
多年前马克思主义所预言的“社会主义制度终究

要替代资本主义制度ꎬ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

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ꎬ” 〔２１〕正通过协作劳动的

普遍化日益改变我们的世界ꎬ而排斥协作劳动就

等于排斥文明和进步ꎮ 当代世界所有还残存着

强制劳动和雇佣劳动的地方ꎬ都已经感受到了协

作劳动带来的冲击ꎮ

二、协作劳动的特点

协作劳动是指以协商和合作为前提建立劳

动关系ꎬ在劳动中互相平等的一种双向劳动状态

或工作机制ꎮ 协作劳动与雇佣劳动的区别产生

于劳动关系的建立ꎮ 协作劳动建立在协商和合

作的基础上ꎬ参与劳动的各方都是社会的主人ꎮ
协作劳动关系是一种对等性的劳动关系ꎬ更强调

和注重劳动关系各方的平等和自由ꎮ 协作劳动

关系中不存在从属性或者依附性ꎮ
协作劳动是人类劳动的高级形式ꎮ 单个的

人类劳动与动物没有多大区别ꎬ都是为了谋生ꎮ
而且有些动物也进化出了一些能够利用工具的

本能ꎬ如鸟儿垒窝现象ꎬ有些动物甚至有合群分

工的特点ꎬ比如狼群ꎮ 但无论是利用工具还是协

作ꎬ在动物界都非常有限ꎮ 如果说使用工具把人

类和动物区分开来ꎬ那么协作劳动下细致的劳动

分工则大大促进了人类对工具的使用ꎬ使人类社

会彻底脱离了动物界ꎮ 人类社会发展的程度越

高ꎬ劳动协作的广度和幅度就越大ꎬ劳动协作的

机制就越严谨和周密ꎮ 产生于工场手工业时期ꎬ
在资本主义社会得到迅速发展的劳动协作ꎬ在社

会主义运动的冲击下逐步过渡到了协作劳动的

阶段ꎮ 社会主义协作劳动是超越雇佣劳动的一

种新形态的劳动形式ꎬ也是劳动协作发展的高级

形式ꎮ 它以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为基础ꎬ劳动者

作为社会的主人ꎬ以新型的人际合作和共同目标

为前提ꎬ体现出高度的平等和自觉自愿ꎬ有诸多

的优越性ꎮ
首先ꎬ在现代社会ꎬ协作劳动既促进分工ꎬ也

促进产业的整合ꎬ使人类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了极

致ꎮ 最初的协作劳动有利于劳动分工ꎬ分工的细

化是科学技术进步的前提ꎬ近代科学的进步就是

源于分工的细化ꎮ 科学越进步分工越细ꎬ分工越

细ꎬ对事物的认识和技术的追求就越精致ꎮ 古希

腊是人类科学发展的源头ꎬ但当时甚至连自然科

学和社会科学都没有明确的分界ꎮ 一个人既可

以是哲学家ꎬ也可以是自然科学家ꎮ 如亚里士多

德时代人们巫、医不分ꎬ当时只知道天文、医学、
数学ꎬ很少有其他学科ꎮ 分工导致协作ꎬ协作反

过来又会进一步促进分工的细化ꎬ近代以后人类

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ꎬ离不开协作分工ꎮ 因为有

了分工ꎬ人们的劳动才不需要面面俱到ꎬ只需要

发挥自己的特长ꎬ做自己所喜爱的工作ꎮ 人人都

能够从事自己所专长和喜爱的劳动ꎬ会导致劳动

的分工越来越细ꎮ 分工越细ꎬ劳动的工具和技术

就越复杂ꎬ对劳动协作的要求就越高ꎬ反过来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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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进一步促进劳动协作形式的深化ꎬ从而在劳动

协作和分工之间产生一种良性循环ꎮ 而当劳动

协作和分工到了一定的程度ꎬ协作劳动又会促进

产业的整合ꎬ把以前完全不同的劳动领域统一起

来ꎬ从而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劳动协作ꎮ 艾

隆马斯克是做电动车的ꎬ但他同时又做空间

站、星链工程、超级充电桩、人脑植入芯片等ꎬ最
近当马斯克名下公司的太空飞船顺利升空的消

息刷屏时ꎬ马斯克的隧道公司刚刚完成美国拉斯

维加斯会议中心的两条地下隧道建设ꎮ 在美国

修建隧道通常 １ 英里需要花费 ３ ~ ６ 月ꎬ成本是

１０ 亿美元ꎮ 而马斯克这条长达两英里长的隧

道ꎬ仅仅花了 １０００ 万美元ꎬ用时两个半月ꎬ而且

隧道内的车速可达 ２４０ 公里每小时ꎬ尤其是挖隧

道不需外运渣土ꎬ公司在挖隧道的同时将隧道内

的渣土变成了砖块ꎬ每块砖的价格为市场价的

１ / ５ꎮ 马斯克名下的公司涉及的对象和领域如此

广泛ꎬ正是现代协作劳动下ꎬ各种科学技术与其

劳动高度融合发展的优越性之体现ꎮ
其次ꎬ协作劳动借助科技的发展ꎬ既大大提

升了其劳动的质量ꎬ也有利于人的本质力量的自

我实现ꎮ 劳动的协作形式决定了协作劳动的质

量ꎬ在生存劳动、强制劳动和雇佣劳动中ꎬ由于没

有真正的劳动协作ꎬ劳动作为人的存在形式ꎬ难
以真正地体现出来ꎮ 人们在那些劳动中除了无

奈和痛苦ꎬ感受不到劳动的美和人的存在价值ꎮ
只有在协作劳动中ꎬ人们才能根据自己的喜爱选

择从事何种劳动以及其所从事劳动的协作形式ꎮ
协作劳动大大推动了劳动的自觉自愿性ꎬ协作劳

动的发展程度越高ꎬ人们选择劳动的机会就越

多ꎬ也越有助于人们在劳动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

值ꎬ还越有助于人们创造更多的劳动形式ꎬ使劳

动真正成为一种吸引人的劳动ꎬ人们在协作劳动

中感受到创造、美和人的存在价值ꎮ “在陶冶事

物的劳动中则自为存在成为他自己固有的了ꎬ他
并且开始意识到他本身是自在自为地存在着

的ꎮ” 〔２２〕因此ꎬ只有协作劳动才能使劳动的性质

发生根本变化ꎮ 早期人类劳动更多的是为了满

足生存需要ꎬ在强制劳动和雇佣劳动的条件下ꎬ
人们在劳动中感受到的是恐惧和压迫ꎮ 但是随

着协作劳动的发展ꎬ人们在劳动中能够感受到自

由的价值、劳动的美ꎬ劳动变成了人实现自我的

一种形式ꎮ
马克思曾高度评价黑格尔对劳动的认识ꎮ

认为黑格尔的伟大之处是“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

一个过程ꎬ把对象化看做非对象化ꎬ看做外化和

这种外化的扬弃”ꎬ〔２３〕“他把劳动看做人的本质ꎬ
看做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ꎮ〔２４〕但是劳动者在雇

佣劳动中并不能实现人的或自我的本质ꎬ因为雇

佣劳动制度“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这种社会

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

量ꎬ而是某种异己的、 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

量”ꎮ〔２５〕而要把属于劳动的还给劳动ꎬ就必须改

变雇佣劳动形成的劳动异化ꎮ 在马克思看来:
“物质生产的劳动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获得这

种性质:(１)劳动具有社会性ꎻ(２)这种劳动具有

科学性ꎮ” 〔２６〕 协作劳动是劳动社会性的科学形

式ꎬ“ 劳动分工的协 作ꎬ 是 劳 动 之 科 学 的 组

织”ꎮ〔２７〕由于协作劳动ꎬ人们的劳动成为一种自

觉自愿的活动ꎬ人们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按照自己

的意愿从事自己所向往的劳动ꎮ 而在这种劳动

中也只有在这种劳动中ꎬ人的本质力量才能得到

最大程度的体现ꎮ
正是这样一种协作劳动使劳动者能够通过

劳动得到升华ꎮ 劳动不再是一种被迫的、不自愿

的谋生的东西ꎬ而是人在现实世界中创造自我和

实现自我的一种方式ꎬ人在劳动中感受到自己作

为一个人存在的价值ꎮ 而这种实现自我的劳动ꎬ
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劳动的协作发展相联系的ꎮ
黑格尔说过:“在主人面前ꎬ奴隶感觉到自为存在

只是外在的东西或者与自己不相干的东西ꎮ” 〔２８〕

虽然奴隶也在从事劳动ꎬ但是这种劳动是被迫的

不自愿的ꎬ劳动者很难从劳动中感受到自己的存

在和价值ꎬ只有在自觉自愿的劳动中才能感受到

人的存在和价值ꎮ 而协作劳动则是劳动发展的

高级形态ꎬ是劳动者为自己的劳动ꎬ是劳动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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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中实现自我、创造自我的过程ꎮ １９７４ 年ꎬ乔
布斯因为缺乏兴趣从耶鲁大学里德学院退学了ꎬ
乔布斯宣称的退学理由是:为了改变世界ꎮ 退学

后的乔布斯最早的创意是发明一块能够将人的

思考显示在屏幕上的电路板ꎬ第一个跟他签订合

同进行商业合作的是一家电脑装配店ꎬ由此我们

可以看到劳动协作是如此“随意”ꎬ任何人任何

时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爱选择劳动的种类、对
象以及合作伙伴ꎮ 因为签订了这个合同ꎬ他们才

成立了苹果公司ꎬ而最初的电路板都是在乔布斯

家里的车库完成的ꎬ他们的第一个投资合同也是

在乔布斯家里签订的ꎮ 终于在他们不懈的努力

下ꎬ从 １９８４ 年第 １ 台 Ｍａｃ 电脑到 ２００１ 年苹果首

次推出的 ｉＰｏｄ 播放器ꎬ苹果以其惊艳的产品改

变了世界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ꎬ苹果成为世界上市值

第一的上市公司ꎮ 乔布斯从退学到走向成功ꎬ仅
仅用了三十八年的时间ꎬ如果当时没有良好的劳

动协作以及创造的环境ꎬ恐怕就不会有今天的苹

果公司ꎬ乔布斯的灵感和激情也就无法实现ꎮ
第三ꎬ协作劳动是一种自觉自愿的或自由平

等的劳动ꎮ 所谓自由的劳动是指可以自由选择

的劳动ꎬ如果无法选择ꎬ就谈不上自由劳动ꎮ 而

无法选择正是雇佣劳动的恶ꎮ 马克思曾批评雇

佣劳动:“关键不在于对象化ꎬ而在于异化ꎬ外化ꎬ
外在化ꎬ在于不归工人所有ꎬ而归人格化的生产

条件即资本所有ꎬ归巨大的对象(化)的权力所

有ꎬ这种对象(化)的权力把社会劳动本身当作

自身的一个要素而置于同自己相对立的地

位”ꎮ〔２９〕在雇佣劳动条件下ꎬ一个人能不能参加

劳动ꎬ参加什么样的劳动都是由雇主决定的ꎮ 电

影«铁拳男人»中ꎬ１９３４ 年美国拳击冠军布洛克

成名之前ꎬ能否参赛都由老板决定ꎬ如果没有比

赛的机会ꎬ他就要到码头当搬运工ꎬ而搬运工也

要由雇主挑选ꎬ他的家中有三个女儿一个妻子ꎬ
寒冷的冬天ꎬ因为没有工作连电费都付不出ꎬ饥
寒交迫在资本主义繁荣时期ꎬ雇佣工人被迫

成了工厂的机器ꎮ 马克思批评的雇佣劳动就是

这样一种不自由的劳动ꎬ正是这种压迫性剥夺了

劳动者对劳动的喜爱ꎬ劳动成为一种谋生的手

段ꎮ 协作劳动则不同ꎮ 协作劳动是一种劳动者

追求自我实现的劳动ꎬ是能够充分发挥劳动者想

象、创造力和能动性的劳动ꎮ 协作劳动赋予劳动

者充分的自由ꎬ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爱和特

长ꎬ决定在什么地方ꎬ和什么样的人ꎬ用什么样的

方式ꎬ从事什么样的劳动ꎮ
自由的协作劳动能够极大地促进社会平等、

推动社会文明ꎮ 协作劳动中的劳动是一种平等

的劳动ꎬ协作劳动中的所有人ꎬ不管担任什么职

务ꎬ从事什么工作都应该是平等的ꎬ他们都有同

样的义务完成协作中的职责ꎬ譬如现代企业中的

ＣＥＯ 和普通员工彼此都是平等的ꎬ他们之间不具

有从属性和人身依附性ꎮ 协作劳动中的每个人

都只是完成自己在协作中的特殊任务ꎬ而所有这

些任务都是他们在进入协作劳动之前自己选择

的ꎮ 劳动的平等性有助于在最大程度上发挥每

一个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ꎬ有助于劳动者通

过劳动把自己的价值对象化ꎬ或者通过劳动意识

到自己的人的存在ꎮ
第四ꎬ协作劳动促进了劳动形式的多元化ꎮ

现代社会的一切劳动都离不开协作ꎬ像«鲁滨孙

漂流记»中描述的那样的劳动已经不可能存在

了ꎮ 哪怕是极具个人性质的劳动ꎬ也离不开劳动

协作ꎮ 科学家的创造性劳动极具个性特征ꎬ但随

着分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ꎬ越具有个体特征的创

造性劳动越离不开协作ꎮ 所有这些具有创造性

的个体性劳动只有放在整体中才能凸显出它的

价值和意义ꎮ 比如单纯的镀膜技术、光学技术只

是某些领域的特殊技术ꎬ当这些技术被融入光刻

机以后ꎬ它的价值才真正地体现出来ꎬ才能真正

展现出现代社会协作劳动所能达到的创新高度ꎮ
多元化劳动也有利于更多新形式劳动的产

生ꎮ 比如智力活动也是一种劳动ꎬ而且是协作劳

动中的重要形式ꎮ 谈到劳动人们往往把它与工

人做工、农民种地等体力活动相联系ꎬ其实智力

活动也是一种劳动ꎬ而且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劳

动ꎮ 随着社会的进步ꎬ劳动的智力形式在财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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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中的作用越来越大ꎮ 比如当代最赚钱的企业

并不是输出劳力的加工企业ꎬ而是输出思想和标

准的企业ꎮ 苹果手机做得很成功ꎬ最赚钱的是设

计出该产品并拥有商标和专利的苹果公司ꎬ而苹

果手机的零部件及其组装和销售ꎬ则完全外包给

了类似富士康这样的企业去做ꎬ它们在产业链中

获得的利润相比苹果公司要低得多ꎮ 当然ꎬ我们

不能简单地以创造财富的多少去衡量劳动的价

值ꎬ公务员、医生、教师和街头的清洁工ꎬ他们的

工作都是劳动ꎬ并无高低贵贱之分ꎮ 生活中ꎬ往
往有很多人对企业家有偏见ꎬ认为其通过资本获

利ꎬ是一种不劳而获的行为ꎮ 其实我们要认识到

企业家的投资行为ꎬ也是一种劳动ꎮ 亚当斯密

所说劳动创造财富本身就包含了投资ꎮ 没有企

业家的投资行为ꎬ就没有制造业、商业和其他业

态的劳动ꎮ 而我们看到的投资行为之所以利润

高ꎬ是因为投资的风险大ꎮ 市场经济中没有只赚

不赔的投资ꎬ一个成功的投资人背后往往有许多

失败和破产的投资人ꎮ 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人类

整个劳动链条中的一个个环节ꎮ
多元化的劳动形式又反过来大大促进了劳

动的协作ꎮ 使人类所有的活动都能在不同程度

上与劳动相联系ꎮ 亚当斯密说劳动创造财富ꎬ
但在协作劳动中ꎬ有许多“劳动”并不直接创造

财富ꎬ却同样成为劳动的组成部分ꎮ 一般人很难

把德国思想家康德仰望星空和陈景润的哥德巴

赫猜想与财富的创造相联系ꎬ但一个社会如果没

有人仰望星空ꎬ没有人去为哥德巴赫猜想解题ꎬ
这个社会的文明发展就会停止ꎮ 同样的ꎬ生活中

有些劳动似乎不创造价值———街头的清洁工、警
察ꎬ社区的志愿者似乎都不创造财富ꎬ但很难否

定他们也是劳动者ꎮ 正是这些表面上不创造价

值的劳动ꎬ保证了其他许许多多人能够埋头创造

价值ꎬ故这些不创造价值的劳动也是我们社会创

造价值的劳动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但从协作劳动

的总的价值目标看ꎬ不创造价值的劳动必须有利

于协作劳动ꎮ 不创造价值又不利于协作劳动创

造价值的任何“劳动”形式都是不合理的ꎬ也不

应该存在ꎮ

三、完善我国协作劳动制度的若干建议

协作劳动就是以协商的方式ꎬ通过劳动合同

建立的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劳动形式ꎬ人们通过合

同进行劳动合作ꎮ 改革开放以后ꎬ体现协作劳动

的劳动合同制已经逐步开始在我国国有企业实

施ꎮ １９９２ 年 ２ 月劳动部发布«关于扩大试行全

员劳动合同制的通知»ꎬ我国国有企业劳动关系

全部实施劳动合同制ꎮ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和 ７ 月ꎬ劳动

部下发了«关于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全面实行

劳动合同制度的通知»和«关于乡镇企业实行劳

动合同制度的通知»ꎬ有力地推动了非国有单位

实行劳动合同制ꎮ 由于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以

及非国有部门中的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商

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等其他企业基本上原

本就实行劳动合同制管理ꎬ到 １９９５ 年«劳动法»
实施后ꎬ国企已实现全员劳动合同制ꎬ在 ２０ 世纪

的最后几年ꎬ我国已经实现了由行政性的指令性

劳动关系向市场化劳动关系的全面转型ꎮ ２００１
年«工会法»修正通过ꎬ赋予工会代表职工与资

方进行利益谈判的权利ꎬ从法律上完善了协作劳

动关系中的重要环节:工人可通过协商对话的方

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ꎮ 我国劳动合同制度的

全方位实施标志着我国劳动关系的重大变化ꎬ劳
动者不仅能够通过劳动合同建立协作劳动关系ꎬ
而且劳动法严格保护劳动者通过劳动合同建立

的协作劳动关系ꎬ为超越雇佣劳动制度ꎬ全面建

立社会主义协作劳动制度奠定了基础ꎮ
应当看到ꎬ新中国成立以后ꎬ协作劳动的社

会主义优越性就已经引起了我们的重视ꎮ 早在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ꎬ我国理论界已经明确“社会

主义的劳动协作是一种比资本主义的劳动协作

先进和进步的劳动协作”ꎬ〔３０〕 “社会主义的劳动

协作促使劳动社会化进一步发展”ꎬ〔３１〕 “合作社

必须坚持集体劳动的根本原则ꎬ既要明确分工ꎬ
又要互相协作ꎬ并要合理使用劳力”ꎮ〔３２〕 进入 ２１
世纪ꎬ江泽民在讲到改进执政党建设时也高度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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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协作劳动:“在协作劳动中ꎬ你中有我ꎬ我中

有你ꎬ使产业工人养成了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其

他优秀品质ꎮ” 〔３３〕

但一方面ꎬ由于认识的偏差ꎬ我们长期以来

对协作劳动的内涵诸如劳动的平等性和自由性

等关注不够ꎬ甚至长时期把协作劳动理解为计划

经济的组成部分ꎮ 比如对苏联的集体农庄ꎬ中国

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就说过:“俄罗斯社会

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之中ꎬ无所谓统治的民族

与受治的民族ꎬ所以是世界上唯一的各种民族集

合而营共同生活ꎬ协作劳动ꎬ最亲睦最和平的地

方ꎮ” 〔３４〕新中国成立以后ꎬ我国在农村逐步建立

起来的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ꎬ都是被作为协作

劳动的典型来推行的ꎮ “应广泛发展互助组ꎬ对
群众原始的劳动协作组织ꎬ因为没有党的领导ꎬ
组织成分复杂ꎬ分配不合理ꎬ管理不民主ꎬ应根据

办组办社原则ꎬ加以整理改造ꎬ分别改建为互助

组或合作社ꎮ” 〔３５〕 “适于个人分散劳动的生产项

目ꎬ可以包到劳力、包到户ꎻ需要协作劳动的生产

项目ꎬ可以包到组ꎮ” 〔３６〕 “我们要建设一支为‘四
化’英勇奋斗的ꎬ思想先进、技术熟练、纪律严明、
团结协作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强大队

伍ꎮ” 〔３７〕以上这些有关协作劳动的论述ꎬ只是强

调其中的共同生活、纪律严明、团结协作等要素ꎬ
对于自由平等、自觉自愿的社会主义劳动的本质

特征却没有进行阐述ꎬ这使得该本质特征在我国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ꎬ受到的重视程度略有

不足ꎮ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刚刚开始ꎬ协作劳动的

形式和价值仍未受重视ꎬ实践中也存在一定的阻

力ꎮ 中央曾发文ꎬ要求更好的推进协作劳动:“对
农村中新出现的某些经济现象ꎬ应当区别对待ꎬ
例如ꎬ农户与农户之间的换工ꎬ丧失劳动能力或

劳力不足者为维持生活所请的零工ꎬ合作经济之

间请季节工或专业工、技术工ꎬ等等ꎬ均属群众之

间的劳动互助或技术协作ꎬ都应当允许ꎮ” 〔３８〕 其

实农户之间的各种协作都是社会主义协作劳动

的题中应有之义ꎬ何须中央专门发文来推进?
另一方面ꎬ整个社会对雇佣劳动的本质和属

性仍缺乏应有的认识ꎮ 似乎雇佣劳动和市场经

济一样ꎬ资本主义可以用ꎬ社会主义也可以用ꎬ这
显然是错误的ꎮ 雇佣劳动不是一般的雇佣关系ꎬ
而是资本主义的劳动形式ꎮ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

出的:“雇佣劳动的本质映衬着资本主义生产的

本质ꎬ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的前提

条件和社会基础ꎬ那么ꎬ以雇佣劳动为核心建立

起来的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ꎬ就是资本主义

‘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ꎮ” 〔３９〕

“资本主义制度是雇佣劳动制度ꎬ雇佣劳动就是

最典型的、充分发展了的异化劳动ꎮ” 〔４０〕 “资本不

仅生产雇佣劳动ꎬ而且雇佣劳动也生产资本ꎬ各
自以一种扩展的、强化的方式生产着对方ꎮ” 〔４１〕

而我国市场经济之所以要排斥雇佣劳动ꎬ是
因为我国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ꎮ 社会

主义劳动的基本形式是协作劳动ꎬ每个劳动者都

是社会的主人ꎬ人们在协作劳动中没有社会地位

的高低ꎬ只有分工的不同ꎬ即使有职务的差别ꎬ也
仅仅是分工的需要ꎮ 协作劳动的社会成果属于

全体劳动者所有ꎬ人们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通过

市场经济规律获取自己的劳动收益ꎮ 反之ꎬ如果

允许雇佣劳动存在ꎬ社会主义平等的劳动关系就

会变质ꎬ那种脑满肠肥、颐指气使的资本家压迫、
奴役工人的现象又会在我们社会重现ꎬ这是我国

社会主义制度绝对不能容忍的现象ꎮ 同时ꎬ市场

经济是一种用公平竞争的方式促进财富增长的

经济形态ꎬ是近代以来被充分证明了的最有效、
最公平的经济增长文明ꎬ正如英国学者埃利亚斯

所说ꎬ市场经济“从相互交织的关系中ꎬ从人的相

互依存中ꎬ产生出一种特殊的秩序ꎬ一种较之单

个人所形成的意志与理性更有强制性和更加坚

实的秩序ꎮ 这种相互交织的秩序决定了历史变

迁的行程ꎬ也是文明进程的基础”ꎮ〔４２〕 但是ꎬ雇佣

劳动是一种落后的带有奴役性质的劳动形式ꎬ也
是市场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必定要淘汰的一种

劳动形式ꎮ 社会主义要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和公

正的发展ꎬ当然需要市场经济ꎮ 但是引进市场经

济并不等于同时要引进雇佣劳动及其制度ꎮ 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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佣劳动制度不是市场经济的伴生物ꎬ而是市场经

济中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毒瘤ꎮ 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必须拒绝雇佣劳动ꎬ有雇佣劳动就没有社会

主义ꎮ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之一就是

要消灭雇佣劳动ꎬ建立起马克思所设想的以自由

人联合体为目标的协作劳动ꎮ
第一ꎬ我们在推进市场经济和引进发达国家

各种管理制度的时候必须同雇佣劳动的观念和

习惯决裂ꎮ 社会主义协作劳动的资方和劳动者

的关系ꎬ不是资本家和工人、员工的关系ꎬ而是社

会主义国家劳动者作为国家主人在劳动中结成

的新型劳动关系ꎮ 即使在民营企业内投资方和

员工的关系ꎬ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规范下的新

型的劳动合同关系ꎮ 引进市场经济绝不能引进

雇佣劳动制度ꎬ雇佣劳动不可能带来社会主义ꎬ
这一点马克思早就说过ꎬ“虽然某种雇佣劳动可

以克服另一种雇佣劳动的弊害ꎬ但绝无一种雇佣

劳动能够克服雇佣劳动本身的弊害”ꎮ〔４３〕 正因为

这个原因ꎬ列宁强调:“禁止雇佣劳动也正是走向

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ꎮ” 〔４４〕我国改革开放已经 ４０
多年ꎬ但协作劳动的理念和相关制度仍然没有普

遍有效地建立起来ꎮ 人们一方面批判资本主义

社会的雇佣劳动ꎬ另一方面却又满足于用雇佣劳

动的方式来从事劳动管理ꎬ不少地方把单位的头

头称之为老板ꎬ员工似乎都成了老板的雇工ꎬ人
人都称自己是打工者ꎬ单位、企业内的人身依附

关系日益强烈ꎬ有些地方“９９６”加班文化盛行ꎬ经
济领域的快节奏、高强度的劳动状态使得员工心

理压力剧增ꎬ抑郁症已经成为中国社会重要的公

共卫生问题ꎮ 不少部门的劳动关系滋生出雇佣

劳动特有的依附性和从属性ꎬ形成了上下属之间

一些难以想象的腐败ꎮ 这些现象若不从劳动关

系上加以纠正ꎬ我国社会主义劳动的优越性就无

从体现ꎮ
第二ꎬ要通过改革营造更好的有利于协作劳

动的社会环境ꎮ 如果说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社

会的特点ꎬ那么社会主义劳动关系的建立就要大

力推进协作劳动ꎬ协作劳动才是社会主义的劳

动ꎮ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有许多方面ꎬ从社会劳动

形态和生产力来说ꎬ最突出的就是从雇佣劳动变

成了协作劳动ꎮ 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劳动关系

的时候ꎬ要避免劳动关系中可能的从属性和依附

性ꎮ 在资本主义社会ꎬ雇佣劳动制度下的“不劳

动者不得食”ꎬ使劳动权和生存权联系密切ꎮ 劳

动者和雇主的关系具有从属性、依附性ꎬ劳动者

在劳动中没有乐趣ꎬ为了保住生存机会ꎬ许多人

不得不作出自己不喜欢的甚至无奈的选择ꎮ 劳

动的结果难以体现劳动者作为人的本质和意志ꎮ
而协作劳动是劳动者作为社会的主人实现自我、
创造社会财富的一种劳动ꎮ 在社会主义社会ꎬ劳
动者是社会的主人ꎮ 社会的主人在社会生活中

建立的劳动关系是一种平等自由的关系ꎬ人们自

觉自愿地从事自己所喜爱的协作劳动ꎬ并把这种

协作劳动看成是实现自我意志的一种方式ꎬ以及

建设国家和社会的一种贡献ꎮ
第三ꎬ推进和完善社会主义协作劳动要保障

劳动者的自觉自愿ꎬ防止现有劳动关系中产生某

种从属性和依附性ꎮ 在我国宪法中ꎬ劳动权是宪

法赋予公民的权利ꎬ人们有权进行劳动ꎬ也有权

用任何一种劳动协作形式进行劳动ꎮ 用什么形

式来进行劳动ꎬ正是人民劳动权利的体现ꎬ也是

人民创造历史最重要的前提ꎮ 只要有利于人们

的协作劳动、有利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有利于

劳动创新和社会幸福ꎬ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劳动

协作都是可行的ꎬ也应当得到法律的保障ꎮ 当代

世界ꎬ几乎所有的宪法都承认劳动是人民的权

利ꎬ既然劳动是人民的权利ꎬ那么人民用什么样

的方式来劳动ꎬ就应该由人民自己来选择ꎮ 政府

的职责是保障人民的选择权ꎬ政府原则上不干预

(除非法律禁止)人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协

作劳动ꎬ政府也没有权力对人们的协作方式进行

干预ꎮ 在这个问题上ꎬ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ꎮ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斯大林为了推行苏联的国家工业

化ꎬ用强迫的方式推进农业集体化ꎬ当时的口号

是“谁不加入集体农庄ꎬ谁就是与苏维埃政权为

敌”ꎬ导致 １９３０ 年的三个月内ꎬ发生了 ２７００ 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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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暴动ꎬ有近百万人卷入ꎮ 尤其是ꎬ随着农

业集体化的进程ꎬ苏联政府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

来消灭ꎬ数月之内大批农民及其家人被强制迁往

西伯利亚ꎬ有 ３５０ 万人死去ꎬ受害者多是劳动能

力突出的农民ꎮ 集体化后的苏联农村ꎬ从一个世

界变成了另一个世界ꎬ原本丰衣足食、夜不闭户ꎬ
后来却衣不遮体、食不果腹、世风日下ꎬ甚至饿殍

遍地ꎮ〔４５〕这种任意剥夺人民劳动权利的做法ꎬ不
仅严重侵犯了人民的权利ꎬ而且对国家和社会的

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害ꎮ
事实上ꎬ国家权力动辄对劳动形式进行干

预ꎬ也是腐败的根源之一ꎮ 权力干预产生的劳动

形式及其在这种劳动形式中产生的劳动果实往

往由权力进行分配ꎬ最终会违背劳动创造财富和

按劳分配原则ꎬ导致社会风气日益恶化ꎮ 人们不

是通过劳动来创造和获得更多的财富ꎬ而是学会

了通过各种手段获取更大的权力ꎬ进而谋求财

富ꎮ 于是各种假大空和投机取巧及各种崇拜权

力、巴结权力的现象就会遍地而生ꎮ 故协作劳动

也是防止权力腐败的有效手段ꎬ在协作劳动中ꎬ
人们只有通过自由平等的劳动才能获取劳动报

酬、享受劳动成果ꎬ任何人都不可能不劳而获ꎬ更
不可能用权力致富ꎬ尤其是通过权力实现暴富ꎮ
协作劳动才能真正体现劳动创造财富和社会主

义社会按劳分配原则ꎮ 在协作劳动中ꎬ任何人用

公共权力致富都不道德ꎬ这种行为不仅违背公共

权力服务于人民的基本原则和承诺ꎬ而且触犯了

国家的法律ꎮ 公共权力只有当它是一种有利于

劳动致富、保障劳动致富的力量时ꎬ才有存在的

价值ꎮ
社会主义协作劳动还在很多方面与雇佣劳

动不同ꎮ 比如劳动时间的规定ꎬ在协作劳动中是

属于劳动者自己的事务ꎮ 必须看到ꎬ现行劳动法

对劳动时间的规定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ꎬ是在社

会主义运动中出于保护工人的目的推出的ꎬ针对

的是雇佣劳动ꎮ “劳工法的起源即为保护劳工ꎬ
有一段时间劳工法也就是劳工保护法的代名

词ꎮ” 〔４６〕社会主义协作劳动既然是社会主人之间

自觉自愿协商确定的ꎬ在劳动时间及劳动的其他

内容上ꎬ就应该更多回归劳动者的自觉自愿ꎬ而
唯有这样的劳动才具有最大的创造性ꎮ 这有待

于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ꎬ通过劳动制度的改

革进一步加以完善ꎮ
第四ꎬ社会主义协作劳动中没有任何劳动存

在着社会价值的高低之分ꎮ 几千年的中国传统

社会ꎬ形成了“万般皆下品ꎬ唯有读书高”的价值

导向ꎬ虽然社会上有“３６０ 行ꎬ行行出状元”的说

法ꎬ但在实际生活中ꎬ只有一种劳动最受人推崇ꎬ
这就是当“公务员”ꎮ 虽然我国改革开放已经 ４０
多年ꎬ但是几千年封建社会形成的这种“官本

位”传统和社会运行机制ꎬ至今依然存在ꎮ 中国

目前最好的饭碗似乎就是体制内的“金饭碗”ꎬ
导致每年的公务员考试成为中国的“第一考”ꎬ
而学子们毕业以后最向往的地方就是 “体制

内”ꎮ 据«清华大学 ２０２１ 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

告»显示ꎬ七成清华大学毕业生进入了体制内工

作ꎮ 该届毕业生总数为 ３６６９ 人ꎬ前往党政机关、
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体制内单位就业的人数占

比为 ６９. ９％ ꎬ较 ２０２０ 年上涨 ５％ ꎮ 今天中国培

养的硕士、博士是世界上最多的ꎬ但由于观念问

题ꎬ中国的硕士、博士向往的工作多在体制内ꎮ
深圳中学 ２０２１ 年入职的新教师竟然全都是清华

大学、北京大学、牛津大学、波士顿大学的博士ꎮ
所有这些ꎬ绝不仅仅是中国教育理念的问题ꎬ而
是因为中国社会的劳动环境、劳动体制还没有随

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彻底发生变化ꎮ
这就要求我们在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的过程中ꎬ通过社会改革创造更加宽松、开放和

自由的协作劳动的社会环境ꎬ逐步改变从资本主

义社会沿袭下来的ꎬ还带有资本主义社会雇佣劳

动痕迹的劳动制度ꎬ大力推进和逐步完善社会主

义协作劳动制度ꎮ 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ꎬ我国社

会主义制度才能大大激发全体劳动者建设社会

主义的劳动热情ꎬ爆发出惊人的创造力ꎬ也只有

在这个时候ꎬ“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ꎬ
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ꎬ因此ꎬ生产劳动就从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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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担变成一种快乐ꎮ”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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