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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工资集体协商　求解分配不公难题
———兼论我国工会在确立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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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近年来 ,我国经济高速发展 ,由于分配机制的不完善 ,企业普通职工工资并未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同步提高 ,收入差距不断

扩大 ,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 ,进而影响社会和谐稳定。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建立起普通劳动者与企业集体协商共同决定工资的协调

机制 ,工会在这一机制的建立过程中 ,可从加强自身改革、推动法律法规完善 、建立区域性行业性工资协商制度等方面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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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虽然早已明确“市场机制调节 、企业自主
分配 、职工民主参与 、政府监控指导”的企业分配
体制 ,但受制于诸多因素特别是劳动力市场供大
于求的影响 ,这一分配体制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向
“企业自主分配”一边倒。在一些企业 ,工资分配
的不合理已经激化了劳动关系矛盾 ,引发劳动争
议事件逐步上升 ,甚至影响到社会和谐 、稳定 。因
此 ,建立起由企业和职工代表协商解决劳动报酬
问题的有效机制 ,为协商解决企业与职工之间的
利益矛盾搭建有效平台 ,进而推进社会公平正义 ,
便显得尤为迫切和关键。

一 、当前我国企业工资分配现状
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随着

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 ,为了解决经营者激励约束
问题 ,国有企业普遍实行了经营责任制 ,经营者在
赋予更多责任 、承担更多风险的同时 ,其收入也大
都采取了年薪制 、股权激励等方式 。在“所有者缺
位”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工会组织的职能
尚不完善的情况下 ,国有企业内部很容易形成管
理层“内部人控制”的局面。企业职工在收入分
配 、工资改革等方面缺乏监督权 ,无法对制度的设
计者进行有效制衡 ,从而导致企业管理者制定的
调资方案带有极大的“利己性” ———企业利润向企
业高 、中层管理人员严重倾斜 ,企业内部的收入差
距扩大变得不可避免 。

据有关部门不久前对上海部分国有企业的调

查发现 ,一些企业集团的正职经营者 ,最低年薪为
20万元左右 ,经营者的实际工资收入大约是高收
入的一线职工的 10倍左右 ,是一般收入一线职工
的20倍左右 ,是低收入一线职工的 30 倍左右。
显而易见 ,国有企业内部的收入差距已经大大超
过我国城乡之间或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 。

这种企业内部分配不公的情况在非公有制企
业中更为严重。由于许多非公企业工会组织很不
健全 ,职工的谈判能力更弱 ,而职工工薪的安排基
本上就是由老板说了算。在一些地方 ,职工工资

水平低下 、缺乏社会保障 、拖欠工资的问题仍很严
重。一般职工与企业老板的收入相差几十倍乃至
上百倍的现象屡见不鲜。

我国企业内部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还可以从

权威部门的调查统计数字上得到印证。据全国总
工会 2005年对 10省 20市万名职工调查 ,2002-
2004年企业职工工资低于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
人数占 81.8%,低于社会平均工资一半的占 34.
2%,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占 12.7%。与全
总对 1998-2001年职工收入情况调查相比 ,低于
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职工增加了 28个百分点 ,低
于当地社会平均工资一半的职工增加了 14.6个
百分点 。调查的万名企业职工 2004年平均工资
收入为 10901元 ,仅为同期全国城镇社会平均工
资的 68%;万名职工 2005年 4月份的工资收入
调查中 ,月收入在 750 元及以下的占被调查职工

总数的 34%,这表明我国低收入职工群体数量正
在扩大。[ 1]

与职工低收入阶层不断扩大的事实相比 ,企
业经营者的收入水平却是节节攀升 。2006年度 ,
上市公司年度报酬总额平均为 236.70万元 ,较
2005年的 176.13万元上涨了 34.39%;前三位董
事报酬总额平均为 73.38万元 ,较 2005年的 58.
62万元增长了 25.18%;前三位高管报酬总额平
均为 82.24万元 ,较 2005年的 64.09万元上涨了
28.32%。这个增长速度不仅大大高于去年国民
经济 10%左右的增长率 ,也高于全国职工工资不
足 15%的增长率 。[ 2]

2007年普通工人中的 72.4%月工资低于全
国平均工资;有 26.7%的工人 5年未增加过工

资 ,63.2%的工人两年没有增加工资;职工平均工
资最高行业相对最低行业的倍数 1995年是 3.41
倍 ,2006年扩大到 7.6倍。[ 3]

可见 ,要遏制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 ,关键是要
解决初次分配中的公平问题 ,保障劳动者的工资
收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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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立劳动者参与分配的协商谈判机制 ,推
动企业实行工资共决

当前 ,因分配不公导致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
已成为亟待解决的民生难题。如何协调利益矛
盾 ,扭转这一局面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1 、工资集体协商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手段
工资问题是企业中各方利益的核心问题 。就

企业而言 ,工资属于企业劳动力成本 ,它的高低关
系到企业竞争力和发展后劲 ,影响着企业投资者
的利益 。对职工而言 ,工资则是生活的基本来源
和保障 ,是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 ,是他们最重要的
经济利益。因此 ,工资问题关系到企业和职工共
同的利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经营者追求
利润最大化和职工追求工资收入的最大化 ,致使
劳动关系双方始终存在具体利益的矛盾 。就建立
在经济利益关系上的劳动关系而言 ,企业合理工
资制度的确立 ,必须在一个比较公平的平台上通
过双方的博弈才能逐步形成。

而工资集体协商正是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基本要求和企业劳动关系存在矛盾的特点而开

展的 ,其最根本的价值在于彻底打破了以往由企
业单方决定劳动报酬的机制 ,建立起适应市场的 、
由企业劳动关系双方通过集体协商共同决定劳动

报酬的机制。因此 ,职工的工资应该经由工会代
表职工与企业进行工资集体协商来确定 ,这样才
能更好地维护职工劳动报酬权益 ,增加工资收入 ,
实现工资分配中的效率与公平 ,保持劳动关系的
稳定和社会和谐 。实际上 ,工资集体协商并非是
一种单纯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制度 ,工资集体协商
可以产生“双赢”效果 。

2 、工会在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确立中应采
取的措施

工会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维护者。推进工资
集体协商 ,建立由企业和职工代表就工资问题进
行协商的机制 ,改变过去在分配问题上由企业单
方面说了算的局面 ,不仅是工会履行维权神圣职
责的题中应有之义 ,也是实现企业经济民主 、发展
和谐劳动关系的必然要求和根本途径。工会可从
以下几方面入手:

第一 ,提高工会的代表性和凝聚力。工会作
为劳资博弈的一方 ,其代表性和凝聚力的大小直
接影响着博弈的力量和结果。职工方的博弈力量
是由单个职工的力量汇聚产生 ,并呈现出 1+1>
2的效应 。要提高工会的代表性和凝聚力 ,就必
须充分了解职工的利益诉求 ,更好地维护职工权
益 ,树立工会良好形象 。基层工会可以通过建立
职工关注热点 、焦点问题定期上报制度 ,开辟职工
网络论坛等形式 ,广泛听取职工的诉求;开展职工
素质工程 ,提高职工的生存本领和参政议政的能
力;完善职工困难帮扶中心和法律救助中心 ,解决

低收入群体的温饱问题;建立工会自愿者智囊团 ,
提高工会工作的社会化程度和劳动者的参与程
度 ,并针对不同群体制定不同的服务方略 ,提高工
会的代表性 ,最大限度地发挥各基层工会的作用 ,
不断地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中增强工会的凝聚
力。

第二 ,加强理论研究 。工会要加强研究同层
面的与职工切身利益相关的各种法律法规 ,研究
国民经济 、社会发展战略 、国家 、地区发展规划等
对职工利益的影响;定期研究和分析经济结构 、产
业结构调整和企业改制等对劳动关系的影响;通
过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协调好劳动者内
部的关系 ,形成社会各阶层 、广大劳动者广泛参与
的维权氛围 ,形成全体劳动者各尽其能 、各得其
所 、和谐相处的局面 。

第三 ,通过源头参与 ,完善有关法律 、法规。
目前 ,支撑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法律法规 ,滞后于
市场经济发展对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建设的要求。
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 、不配套 、立法层次偏低 、刚
性不强 。现行的《最低工资规定》 、《集体合同规
定》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都属于部颁行政规章 ,
刚性约束力不强。《劳动法》对工资集体协商的规
定是选择性条款 ,同时也缺乏必要的罚则 ,以至于
一些企业以此为借口 ,拒不签订工资集体协议 ,特
别是在一些跨国公司开展工资集体协商更难 。工
会应加大立法层面的参与 ,不断完善有关的法律
法规 ,并加大与政府有关部门沟通的力度。

第四 ,积极开展区域性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
通过开展区域性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 ,解决中小
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机制难的问题 。当前 ,在
我国大量的中小企业工会确实比较难以与企业单
独建立这种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但是如果把这种
工资集体协商上移到上级工会 ,或者区域性行业
性工会 ,由他们与行业或者区域企业组织的代表
就工资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问题进行平等协商 ,
就能够很好地解决中小企业工会工资集体协商能
力弱 、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建立难的问题 。

第五 ,推动建立职工劳动报酬与经营者业绩
捆绑考核机制 。上级管理部门在设计经营者评价
体系和考核标准时 ,尤其要注意处理好职工收入
与经营者业绩之间的关系 。

总之 ,工会组织对推动解决企业分配不公负
有重要职责 ,要努力推动构建“党委领导 、政府主
导 、工会主推 、社会协同”的工资集体协商的社会
化格局。除了对工资分配和工资支付等做出制度
性安排外 ,最主要的是合理确定和调整工资水平 ,
建立企业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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