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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劳动关系风险状况研究

 任国友 丁 翠 石欣莱 孙婉婷*

摘 要: 劳动关系风险是当前工会领域重大风险防控的一个基础问题,

特别是伴随着数字经济的转型发展, 我国劳动关系风险呈现区

域差异性。 本报告在客观分析我国省域劳动关系风险因素的基

础上, 提出了 32 个我国区域劳动关系风险评估指标。 通过专

家打分和 BP 神经网络模型定量评估了各省域劳动关系风险,

验证了 BP 神经网络模型在区域劳动关系风险评估方面的科学

性, 并获得了区域劳动关系风险分布图。 研究发现, 我国区域

劳动关系风险呈现 “两极化” 趋势, 即向东南沿海呈现新兴风

险增大趋势, 向西部地区呈现传统劳动关系风险增大的趋势。

最后, 从新兴和传统劳动关系两个维度提出区域劳动关系风险

治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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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 随着 “一带一路” 倡议的不断深入推进、 新业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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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用工的不断发展, 我国劳动关系发生了新变化, 呈现多样性和复杂性,

给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带来新挑战。 根据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和 《中国统

计年鉴》 数据, 2019 年全国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 106. 96 万件劳动争议

案件, 比 2018 年增加了 17. 56 万件, 各级人民法院受理 48. 38 万件劳动争

议案件, 比 2018 年增加了 3. 15 万件。 当前,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劳

动关系风险的区域差异愈发显著, 总体呈现 “西北传统劳动关系风险为

主, 东南新兴劳动关系风险为主” 的态势。 本报告立足于新时代, 在客观

分析中国劳动关系影响因素的基础上, 建立区域劳动关系风险多维度评价

指标, 通过 BP 神经网络模型对我国区域劳动关系风险进行定量评价, 进

而构建我国劳动关系区域风险地图, 为我国劳动关系风险治理提供了理论

依据。

一　区域劳动关系风险影响因素

当前, 我国劳动关系风险既受传统风险的制约, 同时也受新兴风险因子

影响, 呈现明显的长期性、 复杂性特征。

1. 法治环境

法治环境是影响区域劳动关系风险的重要因子, 包含法律体系、 劳动立

法、 劳动合同签约率三个具体指标。

(1) 法律体系。 法律体系是衡量有关劳动关系与社会的法律法规体系

在宏观与微观的完善程度的指标。 完善的劳动法律体系有利于调整和保护劳

资双方权益,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2) 劳动立法。 劳动立法是反映劳动法律、 标准及相关制度对劳动者

的行为及其组织产生刚性约束程度的指标。 劳动立法体系是国家制定并以国

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规范性文件的系统, 劳动立法基于宪法对劳动者相关问

题的原则规定, 具有强有力的约束力。

(3) 劳动合同签约率。 劳动合同签约率反映劳资双方是否由博弈达至

合作、 签订劳动合同的客观结果, 指标值 = (劳动合同签约人数 / 总职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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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100%。 依据合同建立较长时段的雇佣关系能增进双方的利益, 同时

弱化劳资摩擦, 有效降低劳动关系风险。

2. 政治环境

政治环境是影响区域劳动关系风险的重要因子, 包含政党文化、 民主管

理、 政治地理三个具体指标。

(1) 政党文化。 政党文化这一指标衡量政党文化受到全球多元文化冲

突、 社会转型、 劳动关系等因素的影响程度。 政党文化中的精神因素包含组

织成员的价值取向, 在不同历史时期受不同社会思潮影响。

(2) 民主管理。 民主管理是衡量企业民主管理受实体组织和 “ 互联

网+” 载体、 从业人员的年龄、 教育背景、 学历等主体因素影响程度的

指标。 受教育水平、 年龄、 是否签订劳动合同等因素对从业人员的企业

民主管理参与造成的影响较大, 其中农民工群体的企业民主参与受限

明显。

(3) 政治地理。 政治地理指标反映地理位置、 国土面积、 地形特征、

自然资源等因素对地缘政治的影响程度。 地缘政治的要义是正确处理国家资

源和目标在特定地理空间相互匹配关系及其矛盾转化, 地缘政治受周边国家

和区域发展的影响, 不同区域各有特点。

3. 技术环境

技术环境是影响区域劳动关系风险的重要因子, 包含工作场所条件、 技

术创新、 科技体制、 新兴技术、 技术普及五个具体指标。

(1) 工作场所条件。 工作场所条件是衡量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的

防控对职工职业健康影响程度的指标。 职业病的形成与对工作场所职业危害

的长期接触有关, 职业病对劳动者和其家庭影响极大。

(2) 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这一指标通过考察企业工作组织能力、 社会

资本、 产权激励、 市场结构、 政府政策制度、 技术能力、 企业人力资本等因

素来衡量技术创新的程度。 合适的人才政策和产权激励办法以及劳动年龄人

口比重的提升能够显著促进技术创新。

(3) 科技体制。 科技体制是考察科学理论基础、 科技人才、 科学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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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影响科学技术水平高低的指标。 技术的进步来自技术与环境不断的相

互作用, 人才、 体制等环境因素对技术发展有显著影响。

(4) 新兴技术。 新兴技术通过考察新兴技术引领、 带动企业规模的发

展、 社会技术扩散能力等因素来衡量机器代人的普及程度。 中国珠三角和长

三角地区, 以 “机器换人” 为特征的生产信息化和自动化技术改造正成为

产业升级的主要手段。 “机器换人” 在解决工业企业劳动力不足、 节约劳动

力成本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5) 技术普及。 技术普及指标考察职工的性别、 受教育程度、 婚姻状

况、 职业、 法制观念等因素提升技能培训的普及率。 相关研究表明, 学校教

育状况对农民的后续职业发展具有较强的累积效应, 相比之下女性具有较强

的培训意愿, 婚姻状况对因变量影响显著, 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决策

更多是基于家庭的考虑。

4. 劳动者特质

劳动者特质是影响区域劳动关系风险的重要因子, 包含劳动技能、 劳动

伦理、 心理素质、 文化素质、 劳动精神五个具体指标。

(1) 劳动技能。 劳动技能指标采用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这

两个指标衡量劳动力的质量。 将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的劳动力认定为技

能劳动力, 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劳动力认定为非技能劳动力。 劳动力

技能结构为企业技能劳动力人数与非技能劳动力人数之比。

(2) 劳动伦理。 劳动伦理指标表征了在劳动中人与其他诸要素之间应

当遵守的道德准则程度。 劳动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主要构成部分, 离不开道德

的调节和规范。

(3) 心理素质。 心理素质是考察劳动者个人性格习惯、 生活环境、

家庭文化结构等心理因素对其劳动能力影响程度的指标。 劳动者的心理

素质对生产力发展与发挥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决定劳动

者劳动能力的大小, 影响劳动者劳动能力的发挥, 制约劳动者劳动能力

的发展。

(4) 文化素质。 文化素质指标通过人生价值观念、 成长经历、 知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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