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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转制中工会的定位与职能研究
———基于湖北省某厂的调查

宋雯

（郑州轻工业学院 政法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摘　要］工会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群众组织，具有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和保障工人参与单位内
民主活动的职能。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以湖北省某转制企业的员工为调查对象收集数据，并运用

Ｓｔａｔａ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大多数被调查对象对“全国工人是一家”的说法还是比
较认同的，并且越认同工会重要性的，也就越认为“全国工人是一家”；被调查对象对“全国工人的

思想是相通的”这一说法的认同度并不高，并且其与工会会员身份和对工会重要性的认同度都没

有明显的相关性；工会会员对工会维护职能的发挥之评价较非会员低，认同参加工会是重要的，也

认同工会发挥了维护工人合法权益的职能；虽然企业已进行了转制，但是员工的身份转换并没有完

成，其对于公司管理的参与权并没有得到改善，这与是不是工会会员无关。针对企业工会现状，特

提出以下建议：在企业转制中，保持工会的独立性，发挥其群众组织的应有作用；加强工会的内部民

主，承担其社会管理的应尽职责；拓展并落实工会的职能，满足工人多元化的利益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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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工会作为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有着悠
久的历史。在中国人民争取独立自由的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工会组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华全国总工会成为唯一由

官方认定的、代表全国工人阶级的组织。１９９２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通过，对工会的地位、职

能等进行了界定，２００１年根据实际情况做了修改。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工人群体中的差异性日益凸

显，作为工人阶级代表的工会在不同工人群体心目

中的定位与职能也逐渐分化，学界对工会的研究和

讨论也进入了转型期语境。

游正林［１］对我国工会自建立以来的三次大改

革进行了梳理，认为工会的改革一直在试图解决如

何密切联系职工群众的问题；徐小洪［２］着眼于中国

工会的双重定位，即既是劳动关系的协调者和中介

者，又是劳动关系主体之一劳动者的代表者和维护

者，认为中国工会改革实质上就是围绕这一双重定

位的争论和演变；许晓军等［３］从性质特征、力量来

源和核心职能３个角度分析了当前中国工会的特
点，即“类政府机关”群团组织的定位、组织力量的

双重来源以及“维权”与“维稳”的核心职能；冯钢［４］

认为我国现行工会组织及其运作仍停留在计划经济

体制下的“传统模式”，在面对现实问题时存在３个
方面的“制度性弱势”；姚先国等［５］以浙江省为例进

行了实证研究，论述了工会在改善劳动关系方面所

发挥的重要作用；任小平等［６］则从具体事件入手研

究工会在处理罢工事件时的资源动员状况和运行

逻辑。

由此可见，现有研究大多都是对工会问题的宏

观探讨，鲜有对具体案例的微观分析。本文拟以湖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２０１４年

北省某转制企业作为对象，对其工会作用进行定量

考察，借以丰富现有微观层面的研究。企业转制是

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步骤，对

现行企业转制中的工会状况进行研究，有利于工会

在转型过程中更好地发挥作用，从而推动企业转型

的顺利进行。基于此，本文拟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以

湖北省某国有企业为例，分析在企业转制过程中，工

会在工人心目中的定位与职能，并针对转制企业当

前工会体制及其运行中存在的某些问题，提出若干

对策建议。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信息，运用

Ｓｔａｔａ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本研究共回收有
效问卷８９９份，其中，男性工会会员的问卷４８１份，
女性工会会员的问卷２２７份；男性非工会会员的问
卷９１份，女性非工会会员的问卷１００份，非工会会
员的问卷数占被调查者问卷总数的２１．２％。

　　一、理论假设

１．工会的定位
工会组织的产生源于１８世纪后半叶开始兴起

的西方第一次工业革命。当时，工业化大生产促使

农民大量涌入城市，成为自由劳动者，为工厂雇主做

工。但是，雇主阶级拥有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优

势，自由劳动者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低廉的工资、

恶劣的工作环境、社会保障的缺乏，成为这些劳动者

所必须面对的困难。显然，单个的劳动者只有团结

起来，共同向雇主阶级作斗争，才能争取到应享有的

各项权利，扭转自己的弱势地位。这是工会产生的

历史机缘与群众基础，也是工会得以存在的前提条

件。这说明，只有工人们自觉地认识到他们有着共

同的利益点时，他们才有可能对工会组织产生认同

感，工会才会有稳固的群众基础。

在我国，工会法规定，全国建立统一的中华全国

总工会，这就是说，工会是一个统一的组织。工人阶

级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没有

任何理由分裂为互相对立的两派或几派组织。［７］可

见，“维护工人阶级利益”是工会存在的合法性基

础。也就是说，工会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组织，工

人是否认同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是影响其加入或

不加入工会的重要因素。由此，可做以下假设：

假设１：工会会员对“全国工人是一家”认同
度高。

假设２：工会会员对“无论怎么说，全国工人的
思想是相通的”认同度高。

考虑到目前中国的特殊状况，即加入工会在国

有企业已成为惯例，加入工会是入职程序的必备环

节，因此，是否拥有工会会员的身份并不能充分说明

被调查者对工会的态度。因此，特将以上假设做如

下修正：

假设１ａ：越认可参加工会的重要性，对“全国工
人是一家”认同度越高。

假设２ａ：越认可参加工会的重要性，对“无论怎
么说，全国工人的思想是相通的”认同度越高。

２．工会的职能
作为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工会的天然职能是

为工人阶级谋福利。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人

阶级所应享有的权益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有很大的

不同。因此，当前工会满足工人阶级需求的程度，直

接关系着当前工人对工会的认同、工会的活力等。

柳可白等［８］认为，从经济角度看，工人阶级有５
大经济权益，即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

动报酬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享受

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获得产权的权利，其核心是

劳动就业和劳动报酬权。就业、劳动安全和社会保

险福利这３项权利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基本生存，取
得劳动报酬的权利关系到工人阶级的生存和发展，

产权利益则是工人阶级致富奔小康的基础。工人阶

级的民主权利是实现上述权利的保障。因此，工会

要想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继续保持对工人阶级的

吸引力和凝聚力，就必须关注和维护工人阶级的上

述各项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第２条规
定，“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各工会组织代表职工的

利益，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第６条规定，“维
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这２条规定
充分说明了工会所应具有的维护职能。《中华人民

共和国工会法》第６条还规定，“工会依照法律规定
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组织职工参与本

单位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也就是

说，除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之外，工会还应具有保障

工人参与本单位民主活动的职能，即参与职能。基

于此，本研究拟就工会的维护职能与参与职能做出

如下假设：

假设３：工会会员对工会在维护工人权益方面
所起作用的认同度较高。

假设４：工会会员有机会参与工厂管理。
如上所述，考虑到当前的工会准入制度，特将假

设３做如下修正：
假设３ａ：越认可参加工会重要性的，对工会在

维护工人权益方面所起作用的认同度越高。

　　二、假设检验

本研究采用在湖北省某原国有转制企业获取的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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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数据，运用 Ｓｔａｔａ统计软件对以上假设进行
检验。

分别对假设１、假设２、假设３、假设４进行检验，
即考察工会会员身份与“全国工人是一家”“全国工

人的思想是相通的”“工会能够维护工人权益”“工

人有参与工厂管理的机会”４种说法认同度的相关
性，结果见表１—表４。

从表１中 Ｇａｍｍａ和 Ｋｅｎｄａｌｌ＇ｓｔａｕ－ｂ的取值可
以看出，工会会员身份这一变量对“全国工人是一

家”说法的认同度所产生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与之

前的推论，即加入工会是习惯而非主观有意识的选

择是相吻合的。就全体参与问卷调查的对象而言，

对“全国工人是一家”选择“非常认同”“比较认同”

的占总被调查对象的４６．４２％，也就是说，接近一半
的被调查者对这一说法是认同的；选择“不太认同”

“很不认同”的占总调查对象的２６．５１％；选择“一般
认同”的占２７．０７％。也就是说，在全体被调查对象
中认同“全国工人是一家”的占据大多数，不认同这

一说法的比较少。可见，“全国工人是一家”这一说

法还是具有相当群众基础的。

从表２中Ｇ值可以看出，工会会员身份与“全
国工人的思想是相通的”２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

并不显著。就全体被调查对象而言，有３８．６５％的
人对“全国工人的思想是相通的”的说法呈支持态

度，有４４３８％的人态度模糊，有１６．９７％的人不赞
同。相对于工人对“全国工人是一家”的认同度，其

对“全国工人的思想是相通的”这一说法的认同度

明显较低。

由表３可以看出，检验结果一致拒绝了关于
“工会的维护职能”在会员与非会员之间分布没有

差别的假设，也就是说，工会会员和非工会会员对工

会维护职能的认同度呈显著负相关———相对于非工

会会员，工会会员对工会维护职能的认同度更低。

从表４的检验结果来看，工会会员身份对其参
与管理工厂的机会影响并不大，也就是说，工会在

保障其成员参与工厂管理上并没有起到太大作

用，其参与职能发挥得不太好。就被调查对象而

言，表示有机会参与工厂管理的工人仅占到被调

查对象的 １６．１８％，有 ５４．３０％的工人表示“根本
没有机会”参与工厂管理。也就是说，虽然该厂已

经开始转制，但是，工人仍旧仅仅是以“劳动者”的

身份在工厂里工作，而并没有得到象征其“股东”

身份的管理权。

考虑到目前工会的准入制度，将假设１、假设２、

表１　工会会员身份与“全国工人
是一家”的认同度之相关性 ％

认同度
工会会员身份

　　是　　　　　　　否　　

非常认同 ７６．３６ ２３．６４
比较认同 ７８．０３ ２１．９７
一般认同 ８１．４０ １８．６０
不太认同 ７８．７４ ２１．２６
很不认同 ７９．３７ ２０．６３
合计 ７８．９７ ２１．０３

　　注：Ｇａｍｍａ＝－０．０４３２，ＡＳＥ＝０．０６２；Ｋｅｎｄａｌｌ＇ｓｔａｕ－ｂ＝
－０．０２１６，ＡＳＥ＝０．０３１。

表３　工会会员身份与对“工会能够维护
工人权益”的认同度之相关性 ％

认同度
工会会员身份

　　是　　　　　　否　　

非常认同 ８９．１９ １０．８１
比较认同 ６５．６９ ３４．３１
一般认同 ７６．２１ ２３．７９
不太认同 ８３．９３ １６．０７
很不认同 ８４．５２ １５．４８
合计 ７８．９８ ２１．０２

　　注：Ｇａｍｍａ＝－０．２１８４，ＡＳＥ＝０．０５８；Ｋｅｎｄａｌｌ＇ｓｔａｕ－ｂ＝
－０．１０９７，ＡＳＥ＝０．０３０。

表２　工会会员身份与对“全国工人的
思想是相通的”的认同度之相关性 ％

认同度
工会会员身份

　　是　　　　　　　否　　

非常认同 ８３．６１ １６．３９
比较认同 ８３．７０ １６．３０
一般认同 ７５．９７ ２４．０３
不太认同 ７４．４４ ２５．５６
很不认同 ７５．８６ ２４．１４
合计 ７８．７８ ２１．２２

　　注：Ｇａｍｍａ＝０．１７１３，ＡＳＥ＝０．０６３；Ｋｅｎｄａｌｌ＇ｓｔａｕ－ｂ＝０．
０８１８，ＡＳＥ＝０．０３１。

表４　工会会员身份与对“工人有参与工厂
管理的机会”的认同度之相关性 ％

认同度
工会会员身份

　　是　　　　　　　否　　

非常认同 ８０．００ ２０．００
比较认同 ７５．００ ２５．００
一般认同 ７２．０３ ２７．９７
不太认同 ７７．７８ ２２．２２
很不认同 ８０．６３ １９．３８
合计 ７８．５１ ２１．４９

　　注：Ｇａｍｍａ＝－０．１３２４，ＡＳＥ＝０．０６８；Ｋｅｎｄａｌｌ＇ｓｔａｕ－ｂ＝
－０．０６１２；ＡＳＥ＝０．０３３。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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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３分别修订为假设１ａ、假设２ａ、假设３ａ，即对工
会重要性程度的认同会影响到其对“全国工人是一

家”“全国工人的思想是相通的”“工会能维护工人

权益”的认同。表５—表７是对两两之间的相关性
做出的分析。

从表５可以看出，检验一致拒绝了对工会重要
性的认同度与对“全国工人是一家”的认同度没有

影响的假设。两者呈现出比较显著的正相关（Ｐｒ＝
０．０００）。这说明对工会重要性的认同度越高，对
“全国工人是一家”的认同度也越高。

由表６可见，即使是以“对工会重要性的认同
度”来代替工会会员身份来对“全国工人的思想是

相通的”这一说法的认同度进行相关性的检验，其

相关程度依然不明显（Ｐｅａｒｓｏｎｃｈｉ２（１６）＝４４．４２２７，
Ｐｒ＝０．０００）。也就是说，不管是否有工会会员身份，

还是是否认同工会的重要性，都较少影响到其对

“全国工人的思想是相通的”这一说法的判断，且总

体而言，对“全国工人的思想是想通的”这一说法持

赞成态度的在所有被调查者中所占比例并不高，非

常认同这一说法的只占到７％。
由表７可知，二者之间呈显著正相关（Ｐｒ＝

００００），即对工会重要性的认同度越高，对工会维
护职能的认同度也越高；反之，就越低。

就全体被调查对象而言，对工会维护职能发挥

的认同度相对较低。对“工会能够维护工人权益”

认同的占被调查对象的１９．２１％，“一般认同”和“不
太认同”的占被调查对象的６３．４９％，“很不认同”的
占被调查对象的１７．３１％。这一数据表明，在大多
数员工的心目中，工会的维护职能并没有得到充分

的发挥。

表５　对工会重要性的认同度与对“全国工人是一家”的认同度之相关性 ％

“全国工人是

一家”认同度

对工会重要性的认同度

非常认同 比较认同 一般认同 不太认同 很不认同

非常认同 ２６．１３ ２３．４２ ３０．６３ ９．９１ ９．９１
比较认同 １７．３８ ３５．０８ ３３．１１ ８．８５ ５．５７
一般认同 １１．２５ ２２．９２ ３８．３３ １６．２５ １１．２５
不太认同 １０．９８ ２０．２３ ３６．４２ ２３．１２ ９．２５
很不认同 ６．２５ １４．０６ ４０．６３ ９．３８ ２６．６９
合计 １４．７８ ２５．９８ ３５．３９ １３．７７ １０．０８

　　注：Ｐｅａｒｓｏｎｃｈｉ２（１６）＝８７．２９８０，Ｐｒ＝０．０００；Ｇａｍｍａ＝０．２４８３，ＡＳＥ＝０．０３６；Ｋｅｎｄａｌｌ＇ｓｔａｕ－ｂ＝０．１８８８，ＡＳＥ＝０．０２８。

表６　对工会重要性的认同度与对“全国工人的思想是相通的”的认同度之相关性 ％

“全国工人的思想是

相通的”认同度

对工会重要性的认同度

非常认同 比较认同 一般认同 不太认同 很不认同

非常认同 ２２．９５ １８．０３ ４２．６２ ８．２０ ８．２０
比较认同 ２０．９４ ２６．３５ ３２．１３ １０．８３ ９．７５
一般认同 １０．８８ ２８．５０ ３７．３１ １４．２５ ９．０７
不太认同 ５．５６ ２２．２２ ３６．６７ ２４．４４ １１．１１
很不认同 １８．９７ １８．９７ ３１．０３ １０．３４ ２０．６９
合计 １４．９１ ２５．８０ ３５．５５ １３．５３ １０．２１

　　注：Ｐｅａｒｓｏｎｃｈｉ２（１６）＝４４．４２２７，Ｐｒ＝０．０００；Ｇａｍｍａ＝０．１５１２，ＡＳＥ＝０．０４０；Ｋｅｎｄａｌｌ＇ｓｔａｕ－ｂ＝０．１０９３，ＡＳＥ＝０．０２９。

表７　对工会重要性的认同度与对“工会能够维护工人权益”的认同度之相关性 ％

“工会能够维护工人

权益”认同度

对工会重要性的认同度

非常认同 比较认同 一般认同 不太认同 很不认同

非常认同 ６９．４４ ２５．００ － ５．５６ －
比较认同 ２９．９３ ５８．３９ １０．２２ ０．７３ ０．７３
一般认同 １０．６５ ３２．６５ ５３．２６ １．７２ １．７２
不太认同 ８．９０ １５．３０ ４２．７０ ２８．８３ ４．２７
很不认同 ５．７７ ３．８５ ２１．１５ ２３．０８ ４６．１５
合计 １４．５４ ２５．８６ ３５．７４ １３．８７ ９．９９

　　注：Ｐｅａｒｓｏｎｃｈｉ２（１６）＝６４６．３２９８，Ｐｒ＝０．０００；Ｇａｍｍａ＝０．６８５６，ＡＳＥ＝０．０２６；Ｋｅｎｄａｌｌ＇ｓｔａｕ－ｂ＝０．５４０１，ＡＳＥ＝０．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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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结论与讨论

在当今中国，工会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境地，在

大多数工人心目中，工会成了一个可有可无、名存实

亡的组织，除了年节时发些微薄福利，工会在工人生

活和工作中的影响已变得微乎其微。那么，工会是

否真的已经失去了其作为工人阶级利益代表组织的

价值呢？

从对假设１的检验中可以看出，大多数工人对
“全国工人是一家”的说法还是比较认同的，并且，

对工会重要性的认同度越高，对“全国工人是一家”

的认同度也越高，这说明了工会的群众基础仍然存

在。但是，是否拥有工会会员身份对这一看法的影

响并不明显。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在考虑是否加入工

会的时候，是否有共同的群体认同并不构成主要的

原因。从现实来看，所处企业的性质对工会会员身

份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相对于民营企业和外企等，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的工作人员更有

可能成为工会会员。

从对假设２的检验中可以看出，对“全国工人
的思想是相通的”这一说法的认同度并不高，并且

其与工会会员身份和对工会重要性的认同度之间都

没有明显的相关性。在当今多样化的经济环境中，

以前所谓的工人共同的阶级情感已被逐步消解，这

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原有工会的组织与职能基础。

在工人群体利益日趋多元化的当今社会，要巩固工

会存在的价值基础，就必须调整对工人阶级的定位，

充分认识到不同的工人群体的不同诉求，调整工会

的职能和运作方式，以满足工人日益多元的利益

诉求。

从对假设３的检验中可以看出，工人对工会维
护职能的发挥，普遍持负面的评价态度，这也印证了

人们所说的“当今工会名存实亡”的现状。工会会

员对工会维护职能的发挥之评价较非工会会员更

低；越认同参加工会是重要的，也越认同工会发挥了

其维护职能。也就是说，工人对于工会的维护职能

是有期望的，尤其是工会会员，其相对于非工会会员

所表现出来的更为负面的态度，也从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期望与现实之间的落差所造成的消极后果。可

见，目前工会维护职能的发挥确实没有达到工人的

期望，但是，工人对工会并没有彻底失望，仍对其职

能的有效发挥抱有希望。这是重振工会的有利

条件。

从对假设４的检验中可以看出，虽然有的企业
已进行了转制，但是员工的身份转换并没有完成，其

对于公司管理的参与权并没有得到改善，这与是不

是工会会员无关。企业员工拥有在企业内部参与民

主管理的权利，而这一权利在大多数企业里并没有

得到落实，包括本调查中的转制国有企业。《中华

人民共和国工会法》明确规定，工会有依照法律规

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组织职工参与

本单位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也

就是说，在当前员工参与管理的权利没有得到落实

的情况下，工会的参与职能同样没有得到发挥。作

为基层民主的重要环节，员工参与所在企业的管理

工作，是构建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环节，也是当前社

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会应充分发挥工人的参

与职能，使其在体现自身价值的同时，也能参与到社

会管理和社会治理中来。

目前，随着我国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

进，工人阶级队伍迅速扩大，并分布在各种所有制的

企业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伴随着我国产业结构

的转型升级，民营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大幅度增

强，民营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的工人在整个工

人队伍中的比例不断加大。在这类企业里工作的工

人在整个工人群体中是新兴的一种类型，他们有着

相似的工作条件与境遇，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但

是，传统的工会组织在这类企业的有效涉入度并不

高。也就是说，工会在这些类型的企业中基本上处

于有名无实的状态。总而言之，工会的存在仍有其

价值与基础，其定位与职能需要针对变化作出相应

的调整。

　　四、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调查与分析，针对转制企业的工会之

定位与职能，提出如下建议。

１．保持工会的独立性，发挥其群众组织的应有
作用

中国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职工自愿结合的

工人阶级群众组织，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

带，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是会员和职工权益

的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是各地方总工会和各产业

工会的全国性组织的领导机关。中华全国总工会由

中共中央书记处领导。［９］也就是说，工会是由党领

导、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群众组织，既要坚持党的领

导，又要坚持群众路线，二者不可偏废。我党长期从

事工会领导工作的赖若愚［１０］认为，工会是一个独立

的组织，必须根据群众的意见积极开展自己的独立

活动。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活动，才能把党的指示变

为群众自己的行为。如果工会削弱了自己的独立活

动，也就不能把群众吸引到党的周围。因此，工会接

受党的领导和开展独立活动是不可分割的，二者都

是做好工会工作的最基本的条件，它们是辩证统一

的关系。而在现实中，工会往往成了党政机构的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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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其独立性得不到应有的体现。在新中国成立初

期，对“工团主义”的批判，或许是造成这一偏差的

历史渊源。在批判“工会独立活动”时，大讲“一元

化”，强调工会必须在政治上、组织上、业务上完全

服从党的统一领导，并提出“工会各级组织实际上

是各级党委的工作部门”的主张。正是在这种极

“左”思想的指导下，我国长期处于“党群不分”“以

党代群”的局面。这种僵化的体制机制严重地束缚

了工会的手脚，挫伤了工会工作者的积极性，不仅影

响了党与工会关系的正常化，而且也直接损害了工

会在职工群众中的形象［４］。因此，要改变工会现有

的尴尬处境，必须从工会定位入手，将“群众组织”

这一定位切实落实，使工会真正成为代表工人利益

的群众组织。

２．增强工会的内部民主，使其承担社会管理的
应尽职责

在国企改制过程中，国家与工人阶级的关系发

生了一系列变化，工人阶级从受国家和单位庇护的

领导阶级转变为市场化的劳动者，国家与工人阶级

关系运转的轴心从单位组织的主导转变为资本的逻

辑主导，资本对劳动的剥夺日益明显。［１１］在这种情

况下，作为工人阶级利益代表的工会的合法性依据，

就必须建立在对内和对外２个基础之上：对内应扩
大工人群众在工会中的民主参与，对外应承担社会

管理的应尽职责。首先，在工会组织内部必须做到

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参与。工人群体是工会

的主体，对工会的决策应享有主要的发言权及充分

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管权。其次，工人在工会中的

民主参与，是对工人进行民主训练的重要途径。再

次，在保证工会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同时，使工人阶

级能够以工会为组织形式参与到与资方及其他利益

相关方的博弈中。虽然说市场化的深入使得工人阶

级失去了在计划经济时期一致的利益基础，但是如

果以产业、地区以及工作性质等为划分维度仍然存

在着利益一致的群体，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工会组织

参与到多元社会治理格局中，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

在社会事件的处理中发出这一利益群体的声音。

３．拓展并落实工会的职能，满足工人多元化的
利益诉求

当前工会多是协助党政机构做一些事务性工

作，其维护工人群体权益的职能没有得到有效的发

挥。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现象。维护和争取工人的

权益，是工会的安身立命之本，应在工会工作中占据

主要的位置，只有充分维护工人的权益，工人才能对

工会产生信任，继而产生归属感，工会也才能真正地

将工人群众组织起来。随着当前我国市场经济的不

断发展，不同所有制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均有很

大程度的提升，工人群体也迅速分化为具有不同工

作境遇、不同利益诉求的工人团体。在这种情况下，

工会必须调整自身的结构形式，统筹管理，设置针对

不同群体的子机构，同时扩展工会的职能，民主决定

当前工会的主要职责，并及时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

调整，以充分满足工人的多元化利益诉求。

　　五、结语

作为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工会曾经为新中国

的成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企业改制中，工会缺

乏对工人群众利益的有效维护，这直接影响了工人

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工会的工作仍有较大

的提升空间。当前，我国企业普遍进行了改制，工会

工作一度被削弱；这有悖于我党一贯的路线、方针和

政策。在我国强调加强社会管理、进行社会治理的

历史时期，应加强工会建设，充分发挥其管理与服务

职能，切实维护和保障工人群众的权益，重振工会在

工人当中的威信，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充

分发挥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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