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913《劳动关系学》 考试大纲 

 

第一部分 考试说明 

一、考试性质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关系学考试是为招收劳动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而设

置的具有选拔性质的全国统一入学考试科目。本次考试的目的是为测度考生的劳

动关系基础知识与理论的掌握情况，以及运用国内外相关研究理论分析和解决实

际问题的综合能力。通过考试的方式，全面衡量考生对劳动关系学知识与理论的

掌握情况以及进行科学研究的基本素质。评分的标准是高等学校劳动关系学科优

秀本科毕业生所能达到的及格以上水平。考试的试题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同

时具有相应的区分度和适当的难度。 

 

二、考查目标 

劳动关系学考试内容包括知识和能力两部分。主要考察以下几个方面的能

力。 

1、准确理解、掌握劳动关系学的相关基本理论以及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 

2、理解和掌握劳动关系学理论中的规律与论断，运用劳动关系学原理分析

相关的社会问题。 

3、掌握劳动关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并能综合运用在劳动关系问题的分析

研究之中。 

4、在综合掌握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准确、恰当地使用劳动关系学的专业

术语，文字通顺，层次清楚，有论有据，合乎逻辑地表述与分析实际劳动关系问

题。 

 

三、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1、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试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2、答卷方式 

   答卷方式为闭卷，笔试。 

3、试卷题型结构 

   简答题       75 分（5 小题，每小题 15 分） 

   论述题        75 分（3 小题，每小题 25 分） 

 

 

 



第二部分   考试内容 

第一章 劳动关系导论 

    1、劳动关系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2、劳动关系的概念及特征 

   劳动的从属性和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 

   劳动关系的层级结构 

3、劳动关系系统及其系统运行 

   劳动关系运行的程序规则和实体规则 

4、劳动关系学的形成和学科特点 

第二章 劳动关系的历史和理论 

1、劳动关系的历史发展 

2、劳资关系和劳工运动理论 

   斯密的劳动分工和劳工运动思想 

   马克思的劳资关系和劳工运动理论 

   韦伯夫妇的产业民主理论 

   马克思·韦伯的工业资本主义理论 

   康芒斯的集体行动理论 

3、劳动关系系统理论 

   劳动关系系统理论的创立和时代背景 

   理论框架特点 

4、劳动关系系统理论的发展 

   桑德沃模型 

   安德森模型 

5、劳动关系策略理论 

   劳动关系策略理论特征 

   罢工与谈判理论 

   劳资合作绩效理论 

   产业冲突理论 

   策略选择理论 

第三章 劳动关系的类型和模式 

1、劳动关系类型和模式划分的依据 

2、劳动关系的不同模式 

  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的劳资关系（德国、日本、美国） 

  俄罗斯东欧国家的劳动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关系 

3、劳动关系类型模式比较及其意义 

第四章 劳动关系的环境因素 

1、劳动关系中的环境因素 



2、劳动关系的经济环境因素 

3、劳动关系的政治法律环境因素 

4、劳动关系的社会文化环境因素 

5、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劳工标准 

第五章 中国劳动关系的转型 

1、中国劳动关系的转型 

  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劳动关系的建立和特征 

  改革以来经济转型对中国劳动关系的影响 

  向市场经济转型中中国劳动关系的主要特征 

2、国有企业的劳动关系 

3、私营企业的劳动关系 

4、外资企业的劳动关系 

第六章 劳动者 

1、劳动者的界定 

2、当代中国劳动者的社会结构 

3、劳动者的权利与义务 

4、中国劳动者阶层的现状 

第七章 工会 

    1、工会运动历史及工会理论 

    2、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工会 

    3、社会转型中的中国工会 

       中国工会制度的主要特点 

       中国工会的转型 

       工会市场化转型的基本要求 

第八章 雇主和雇主组织 

1、雇主的概念及雇主的权利义务 

2、雇主组织及其作用 

3、国际雇主组织 

    4、中国雇主和雇主组织 

第九章 政府 

1、政府和劳动行政的定义 

2、政府在劳动关系中的角色和作用 

3、中国政府在劳动关系中的作用 

第十章 劳动力市场与劳动关系 

1、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关系的基础性作用 

   劳动力市场与劳动者权益 

   劳动力市场与劳动关系的双重性 

   劳动力市场与劳动关系双方的力量对比 



2、劳动关系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第十一章 劳动关系运行的法律规范 

1、劳动关系法律规范的含义和功能 

2、劳动关系运行的劳动基准法调整 

3、劳动关系运行的劳动合同法规范 

4、劳动关系运行的集体合同法调整 

第十二章 集体谈判、集体合同制度及工人参与 

1、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的概念 

2、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制度的内容 

3、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制度在中国 

    4、工人参与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5、西方国家的工人参与 

    6、中国的职工民主参与 

第十三章 三方协商机制 

1、三方机制的产生与发展 

2、三方协商机制的机构功能及运行 

3、三方协商机制在中国 

第十四章 企业规章制度 

1、企业规章制度的意义 

2、企业规章制度的内容 

   关于劳动条件的规定 

   关于劳动纪律的规定 

   关于程序管理的规定 

3、企业规章制度的制定程序 

第十五章 劳动关系调整中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法 

1、劳动关系调整和人力资源管理的分野和融合 

2、劳动关系调整中的人力资源调整方法 

3、人力资源管理方法在劳动关系调整中的地位 

4、人力资源管理学和劳动关系学的异同 

   互补关系、   融合趋势 

第十六章 劳动争议的预防及其处理 

1、个别劳动争议、集体劳动争议 

2、劳动争议的非司法调整：企业内部调节、信访、行政救济 

3、劳动争议仲裁 

4、劳动争议诉讼 

5、劳资冲突与社会安全 

6、集体劳动争议与产业行动 

7、不当劳动行为及其救济 



 

第三部分    题型示例 

1、简答题基本要求 

    第一、知识要点完整系统 

    第二、与相关现实问题有一定联系 

    第三、叙述分析语言准确、逻辑清晰、具有整体感 

简答题型示例: 

从一元论的视角看，劳动关系有哪些特点？ 

一元论是看待劳动关系中劳资双方相互关系的一个视角。从一元论的视角

看，劳动关系主要有以下特点:(1)在雇佣组织中，不存在所谓劳资双方或者雇佣

双方，资本所有者、管理者与雇员都在一个团队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不过是这

个团队中的两个不同的组成部分。(2）在一个雇佣组织中，雇佣双方不应当有利

益冲突，组织内部产生的矛盾不过是一种摩擦，并非实质性的结构冲突。(3)从

一元化的视角看，管理者具有管理方面的绝对权威，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对

企业行使绝对的管理权利，无需再通过咨询、协商等方式使其决策得到雇员的理

解和支持。(4)从一元论的视角看，工会是一股来自雇佣组织外部的势力，一旦

工会进入雇佣组织，将在这个和谐的组织内部造成矛盾，并且与管理方争夺对组

织的管理权，争夺雇员对组织的忠诚于服从。 

 

2、论述题基本要求 

    第一、理论要点及分析视角系统、完整 

    第二、能运用相关理论对劳动关系的现实问题进行全面、系统较深入地分析  

讨论 

    第三、分析讨论语言准确、逻辑清晰、并具有一定的自我见解 

论述题型示例： 

    论述目前我国劳动关系的现状特点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1）我国目前劳动关系的现状特点 

    自我国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劳动关系也随之转型发展，目

前中国劳动关系呈现出以下特点： 

1）劳动关系市场化程度加深 

    首先，从中长期发展来看，伴随着民营经济成为我国经济结构的主体，劳动

关系双方主体进一步明晰和独立。 

    其次，劳动关系的建立和调节基本实现了契约化，即通过劳动合同来建立市

场化劳动关系并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2008 年实施的《劳动合同法》进一步

强化了我国劳动关系的契约化。 



再次、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已对劳动关系产生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从 2004

－2011 年，劳动力市场反复出现“民工荒”现象，且愈加严重，说明劳动力供

求关系愈益趋向均衡。 

    同时，劳动关系的雇佣方式更为灵活化，国企中的劳务派遣、家政业的非全

日制用工及微型企业帮工等非正规的劳动关系有明显增加。 

 2）劳动关系法律体系基本形成 

    自 1994 年《劳动法》颁布后，我国逐渐完善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关系

协调的法律体系，它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2008 年实施

的《劳动合同法》是个别劳动关系调整的重要法律，它与国务院 2008 年出台的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共同确立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通过劳动合同确定劳动

条件，以实现双方权利义务的法律规制。 

与此同时，我国集体劳动关系调整的法律框架也已初步形成。通过 1992年

《工会法》、2001 年《工会法》修正案及《劳动合同法》，初步确立了工会通过

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以维护职工权益的集体劳动关系协调制度。到 2009 年

末，全国共签订集体合同 70.3万份，覆盖职工 9400多万。 

 3）从个别劳动关系向集体劳动关系转变 

    在市场化条件下，劳动关系双方的利益差别、利益分化乃至利益冲突正面临

不断扩大的趋势。国企改制致使经营者与劳动者双方权力和利益迅速分化，同时，

在迅速发展的非公有制企业中，劳资双方的利益差别和分化更为巨大。这都导致

劳资之间矛盾和冲突不断加剧。 

    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劳动争议的重点正在从个别争议转向集体争议。尤

以 2008 年下半年以来，在劳动三法实施和经济危机加剧的情况下，企业裁员破

产、劳资争议等矛盾纠纷显著增加。 

4）劳动关系的全球化趋向明显 

    劳动关系的全球化是指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劳动关系在主体结构、

劳动标准、调整方式等方面也开始出现了国际化的趋向，即劳动关系已不仅仅是

一个国家内部事务，受到国内法的调整，而且也直接受到国际经贸规则和国际劳

工标准的影响和制约。 

（2）目前我国劳动关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1）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情况仍较普遍 

    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期限短、内容不规范，劳务派遣扩大；最低工资保障制

度没有得到全面执行，拖欠工资现象仍时有发生，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尚未形成；

超时加班现象比较普遍，劳动条件差；社会保险覆盖面窄、统筹层次低，欠缴保

险费现象严重；劳动保障监察力度不足，劳动争议处理周期长、效率低。 

    2）劳动者收入占比下降，收入分配呈两极分化 

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特点是依据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力价格

低廉的比较优势，发展出口导向工业化。故而，经济发展通常以压低劳动者的利

益作为代价，其工资增长长期落后于高速增长的经济。 

    3）劳动争议和群体性事件多发 

  由于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现象严重，导致劳动争议频发。 

    4）国际金融危机加剧了劳动关系存在的问题 

经济危机加剧了劳动关系中的固有矛盾，使劳动关系的协调处理难度明显



加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