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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灵活性”: 制造业劳动力市场的
组织生态与制度环境*

———基于 W 市劳动力招聘的调查

刘子曦 朱江华峰

提要:对于世界工厂如何持续有效地组织和控制劳动力问题，当前研究
过于关注生产政治，忽略了工厂之外劳动力市场组织的角色与影响。基于对
W 市制造业招聘的调查，本文分析了当前劳动力市场组织生态及其嵌入的
制度环境。研究表明，围绕企业的灵活用工需求，劳动力市场组织形态日益
复杂化，已形成了层层外包、精细分工、竞争合作的中介链条。在配合弹性生
产的同时，该链条的盈利方式与运行策略正不断抬高工厂的用工成本，持续
构造工人的高流动性与低技能性。地方政府、用工企业、工人群体是形塑劳
动力市场组织生态的重要力量，三者共同营造了中介链所需的制度环境，并
策略性地经营着生产体系中部分的“灵活性”，同时也放大了生产体系整体
的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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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 论

改革开放以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成就了中国制造业的辉煌。21
世纪的中国已然成为世界工厂，拥有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劳工群体。但

近年来，这一劳工群体正在悄然发生改变: “用工荒”问题日趋严峻。
2013 年起，劳动力人口绝对数量持续下降，2015 年前后，劳动年龄人口

停止增长，人口红利消失造成的制造业劳动力短缺似乎无法逆转。与

此同时，制造业用工成本与工人离职率同时出现增长。据统计，2011
年，制造业企业的平均涨薪幅度达到 13%，但离职率高达 35. 6%，高居

11 个受访行业之首。2015 年，制造业平均薪酬涨幅达到 7. 1%，但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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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达到 28. 9%，再居 11 个受访行业之首。① 工人“招不进、留不住”成

为当下中国制造业面临的一大困境。
这一问题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有学者从劳动力人口结构、劳动

力代际更替和劳工流动率等方面进行分析。例如，蔡昉等人( 蔡昉、王
美艳，2005; 蔡昉，2010 ) 指出，人口生育率降低带来劳动年龄人口减

少、户籍制度造成农村劳动力迁移成本过高、企业利润空间不足导致工

资水平过低是用工荒出现的重要原因。王春光( 2001 ) 从新生代农民

工的生活追求与身份认同角度出发，指出劳动力代际更替可能对城市

用工带来的影响。刘林平等( 2006 ) 指出，外来工的工资待遇过低，并

高度依赖私人关系求职，导致其流动性较高，因此带来企业的用工困

难。也有学者将“用工荒”进行了理论化尝试，将其与波兰尼意义上的

“反向保护运动”联系起来。例如，孟捷、李怡乐( 2013 ) 指出，2004 年

以来主要在珠三角地区出现的“用工荒”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这体现

了在国家政策范式的调整过程中，农民工对其劳动力过度商品化的自

发性反抗。沈原( 2006) 认为，“用工荒”展现出新工人的某些结构性能

力，即“用脚投票”来争取工资与劳动待遇的改善。刘林平、崔凤国

( 2012) 指出，制度环境不能给农民工提供稳定的就业预期和权益保障，

因此个体以“退出”方式表达对“市场专制主义”的不满，“用工荒”是劳

资关系走向均衡的表现，也是市场重新被纳入社会之中的一种途径。
从现实角度看，这些研究解释了我国“用工荒”形成的具体原因和

条件，却没有充分解释在如此严峻的用工背景与劳动力供需关系下，企

业如何满足自身的用工需求、制造业的生产又如何维系。因此，在“结

构性的用工荒”与“持续运作的世界工厂”间存在亟待解释的现实张

力。从理论角度看，人口结构、代际、流动率等都属于新古典市场模型

下影响供给曲线移动的具体因素，在这一论域下，用工荒实为劳动力作

为商品定价过低的结果。而有关“用脚投票”和“自发性反抗”的讨论

则把用工荒看作社会抗拒市场逻辑过度扩张的努力，是劳动力去商品

化的一种表现。因此，在“劳动力去商品化”与“劳动力商品定价”之间

还存在理论张力，即在社会的反向保护面前，市场如何维系其定价系

统，又采取何种方式推进“劳动力的再商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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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面对现实与理论的双重张力，需要深入劳动力市场去考

察其内在的组织生态、所嵌入的制度环境以及构建这一环境的行动者。
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合力下，劳动力市场才得以持续控制与供应大量具有

“灵活性”的劳工，而“灵活性”的生产机制则有助于理解为何“民工荒”
并未导致生产模式的转型，也未给工人的处境带来实质性改善。

基于此，本文将首先关注当下制造业劳动力市场的组织生态，即中

介组织的角色、相互关系与行动逻辑，探讨中介组织如何及为何成为媒

合劳动力供需的核心，各类中介组织形成了怎样的组织链条与结构。
而后将深入探究形塑该组织形态的社会力量，即劳动力市场嵌入在怎

样的制度环境中，多元行动者如何主动或被动地参与了环境的构建，以

经营灵活性为核心的制度环境构建会给生产体系带来怎样的后果。

二、文献综述

( 一) 劳动力市场: 抽象与具体

如何看待劳动力市场的性质与功能是劳工社会学的核心命题。对

此问题，存在马克思与波兰尼两种思路。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力市场只

是商品市场的一个特殊部门，因为劳动力已经经历了普遍而彻底的商

业化，与其他生产要素无异。劳动力的所有者和货币的所有者在市场

上相遇，彼此作为身份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至于为什么自由工

人能与货币的所有者相遇、其中存在哪些中间环节则并不重要。马克

思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是高度抽象的，因为劳动力的“双重自由”决定

了劳动力市场会按照纯粹的经济规律自主运作，所以重点在于劳动力

购买后的劳动过程控制，而不是购买前存在的劳动力市场形态。
但在波兰尼那里，这种“完全商品化的劳动力”和“完全不受调控

的劳动力市场”并不存在，它们都是自律性市场的乌托邦设想。在他

看来，劳动力的商品形象完全是制度虚构出来的。劳动力仅仅是与生

俱来的人类活动的另外一个名称而已，它不是为了出售，并且这种活动

也不能脱离于生活的其他部分而被转移或储存。当不受约束的市场逻

辑试图扩张到这些虚拟商品时，会激起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以各种措

施和政策所织成的网络将会抑制与劳动力相关的市场行为，使市场嵌

入在社会的调控之中。相应地，作为虚拟商品的买卖与流通领域，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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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市场的运作也嵌入在一系列制度安排之中。事实上，正是在国家的

权力干预与制度设计之中，劳动力才能被顺利地虚拟化和自由买卖，形

成有秩序的劳动力市场。因此，劳动力市场是高度具体化的，它烙刻着

特定的制度印记与在地化的社会特征。
20 世纪 70 年代以降，愈来愈多的讨论将劳动力市场视为具体的

社会建构产物。一部分学者从劳动力作为商品的特殊性出发，提出工

人既不是抽象劳动的载体，也不是均质化的商品，抽象劳动力市场的前

提，即普遍而彻底的劳动力商品化并不存在。例如，布洛维( Burawoy，

1979) 通过分析赶工游戏表明，工人的主体性对劳动过程控制至关重

要。工人积极参与了对自己的剥削，而在劳动过程中的意识形态机制

不断生产出这种对剥削的“同意”，使资本取得并掩盖剩余价值。罗迪

格( Ｒoediger，1991) 通过历史分析指出，1800 － 1865 年，工人阶级的意

识立足于种族而非阶级。白人工人积极强调自己白人与非奴隶的身

份，以与黑人工人保持距离，种族划分带来的分裂远超过共同生产方式

带来的团结。李静君( Lee，1995 ) 指出劳动过程的控制方式与劳动力

市场的组织方式密切相关。深圳女工依靠老乡关系进入工厂，管理层

即利用这些关系来控制她们，而香港女工依赖家庭与亲属关系，管理层

则有意识地帮助她们履行家庭责任。另一部分学者直接刻画了劳动力

市场的嵌入性，展现了历史、文化、制度等社会力量如何生产出多样的劳

动力市场结构与雇佣关系。考虑到本文的研究问题与对象，下面对非正

式用工和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这两个方面展开文献回顾。

( 二) 非正式用工: 兴起与多样化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以稳定与协调为标志的福特主义陷入危

机。以大规模、正式、长期性为特征的雇佣模式也随之发生转变。新福

特主义以保证市场的自由运作为要义，竭力压缩雇佣关系所附带的福

利色彩，拒绝劳资集体谈判协议，弱化工人组织，降低工资，并大幅缩减

全日制工人的数量，以兼职工人与代工取而代之，雇佣关系转向非正式

化( 谢富胜，2007) 。从法律上看，非正式用工的特点体现在雇主和雇

员之间没有签订任何正式、有法律约束力的劳动合同( 吴要武、蔡昉，

2006) ; 从待遇上看，非正式用工中的劳动者往往工资较低，缺乏劳动

保护，不 被 社 会 保 障 与 社 会 福 利 及 其 他 社 会 制 度 性 安 排 所 覆 盖

(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2002 ) 。随着生产要素与产销网络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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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分散，这种非正式性向更加多样化与弹性化的方向发展，出现了代

工户、赶货工、学生工、派遣工等多种形式的用工方式。
谢国雄( 1989) 对代工者特点进行了详细总结。他指出，对于代工

户而言，资方不承认与他们有任何雇佣关系，随雇佣关系而来的工人权

利也完全不被承认。代工户往往以家庭为工作场所，他们的劳动过程

不受工厂直接控制，而是受到外包网络的代理式控制。黄岩( 2012) 考

察了我国沿海地区制造业中的赶货工。这些工人主动离开正式的聘用

体系和工厂体制，通过打短工和承揽订单的方式为其他代工工厂赶货，

主动配合了订单经济和代工产业的运作。潘毅与顾静华( Pun ＆ Koo，

2015) 发现，职业教育正在用“实习”把学生塑造成新一代廉价劳工。
这些低工资、易剥削的廉价学生工已成为维系“世界工厂”运转的重要

劳动力。郑广怀等( 2015) 指出，小型制衣厂中“人人可当老板”的老板

游戏是重要的劳动控制手段，使得非正式就业的劳工将低工资、高强

度、低保护视为当老板必要的原始积累，模糊了工人与老板间的身份差

异，从而有效地维系了城中村作坊式工厂的生存。
综合来看，以上研究通过展现多样化的用工方式，探讨了国际外包

体系对劳工身份、福利、劳动过程等产生的深刻影响，但还未将媒合工

人与工厂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重点。在劳务派遣已经高度普遍化与制

度化的今天，各类中介组织恰恰是大规模生产非正式劳工的组织化力

量，也是非正规雇佣关系得以建立的重要基础。

( 三) 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 角色与影响

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 Labor Market Intermediaries，LMIS) 是指在工

人和企业之间进行中介活动的实体或机构，活动内容包括促进求职者

与企业之间的匹配及如何解决冲突等( Autor，2009) 。中介组织又有着

多样的分类形式，奥特尔( Autor，2007 ) 根据市场功能和参与性质对劳

动力市场的中介机构进行了划分。按市场功能划分，中介组织分为四

类: 提供信息搜索、劳工逆向选择、企业逆向选择与集体行动。按参与

性质划分，中介组织可分为三类: 兼为企业与工人提供服务、仅为企业

提供服务与仅为劳工提供服务。除上述划分外，某种程度上“关系网

络”也是一类中介，在于求职过程中，非正式社会网络( 不是正式的市

场渠道) 具有重要作用( Granovetter，1973，1974) 。
一些学者对中介组织的角色进行了细致分析。刘东旭( 2016 )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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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了“领工制”这一珠三角地区彝人劳工的组织方式，生动地刻画了领

工组织中大工头、小工头、带班等各环节的运作模式，分析了领工制如

何回应并再生产了彝人劳工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边缘性。项飚( 2012 )

展现了一个以印度为中心的全球化劳动力配置与管理体系———猎身，

并细致地分析了该体系中“劳力行”的重要角色。不同于传统的招聘

机构，劳力行以“坐板凳”、办理工作签证、安排食宿等方式招收印度 IT
工人，并将其输送给海外的企业项目。劳力行的流程与策略深深扎根

于印度社会的内在结构，并与全球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性相呼应。
如果从中国语境下的法律来看，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包括劳务派

遣组织与劳务中介组织两种。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劳务派遣组织必须

与派遣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适用于《劳动法》与《劳动合

同法》。劳务中介组织主要通过向企业和劳动者提供信息服务，收取

劳务中介费用，并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或建立劳动关系( 吴正高、
张柏忠，2008) 。但从调查来看，两者经营内容并非泾渭分明。劳务派

遣组织并不局限于雇佣管理，也涉足招聘业务，甚至会向应聘者收取费

用等。劳务中介也不仅是扮演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传递者，还充

当着劳务派遣组织与劳动者之间的中间人。
然而，中介组织在促进企业雇佣与工人融入企业的同时，也会寻求

利益并产生持续的不平等影响( Stovel ＆ Shaw，2012 ) 。移民工人受到

不平等关系的影响尤甚，因为中介代理凭借语言、种族与法律界限将雇

主和移 民 工 人 隔 离，持 久 地 构 造 了 工 人 的 脆 弱 性 ( López-Sanders，
2014) 。一些学者针对我国劳务派遣的分析同样表明中介组织可能产

生的负面效应。研究指出，从规范性的角度来看，劳务派遣这一制度的

法律地位与法理依据需进一步明晰，该制度在劳动合同、社会保险、同
工同酬等方面还存在问题( 谢德成，2013) 。

以上研究为我们理解劳动力市场的中介组织提供了洞见，但仍存

在三点不足。第一，目前我国劳务派遣和外包已经成为制造业的主流

用工方式，中介组织已经逐渐演化为劳动力配置中的垄断性力量。同

时，中介组织并非一个静态类型或抽象的法律概念，而是一个不断分化

和演变的组织群体，群体内部结构与关系日趋复杂化，需要更深入的讨

论。第二，尽管有学者指出劳务派遣过程中存在的违法用工问题，但少

有实证研究讨论这些问题的现实基础，也未讨论行动中的法律如何受

到生产体制、劳工管理系统等结构性力量的形塑。由此，根据合法与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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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这一规范界限提出的解决方案，也很难落到实处。第三，劳工并非被

动且缺乏主体性的群体，他们也具有一定的抗争能力。那么，面对权益

受损和制度区隔，他们如何“心甘情愿”地成为可供中介组织与工厂自

由配置的劳动力? 中介组织又如何控制与操纵劳工的“同意”与“不

满”? 这些问题都需进一步调查研究。
基于此，本文将锁定个体劳动者与工厂之间的中间环节———招聘，

指出中介组织在其中的重要角色，并将其视为一个异质性的组织群体，

探究群体内部的结构与运行逻辑，剖析其嵌入的制度环境，深层次洞悉

这一整体生产体系。

三、田野说明与资料来源

( 一) 田野说明

笔者选择 W 市作为田野地点，原因有三: 第一，W 市为长三角地区

沿海城市，制造业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和出口贸易，是订单经济下世界工

厂生产模式的缩影。第二，企业多处于国际代工体系之中，依赖国外订

单维持生产，订单波动与用工需求之间关系紧密，工人流动频率快。该

市制造业用人需求比重长期保持在 40% － 50%，稳居行业之首。① 第

三，企业与工人的关系多为派遣 /外包等非正式雇佣关系，雇佣环节由

中介组织负责。当地中介组织规模庞大，仅园区的劳务公司就有 150
家，②劳务中介、黄牛更是多如牛毛。

需说明的是，本文对中介组织的分类主要是经验性的而不完全是法

理性的。“中介组织”是所有从事中介业务的机构与个人的总称，分为劳

务公司、劳务中介与黄牛三个类别。劳务公司为人力资源服务公司或劳

务派遣公司，按照企业要求招聘工人并与之签订劳动合同，受《劳动法》
约束，且注册资本不少于 200 万。劳务中介是指以实体店经营的求职场

所，其业务范围小于劳务公司，不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也不受《劳动法》约

束。黄牛通常指求职者与劳务中介、劳务中介与劳务公司之间的信息传递

者，常以个人形式执业，无固定的营业场所，也没有从业资质上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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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数据来自 W 市 2018 年第三季度的《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分析报告》。
数据来自当地政府部门提供的 2017 年内部统计报告。



( 二) 资料来源

笔者从 2018 年 5 月起实地考察中介组织运作与劳工就职的过程。
针对中介行业，笔者先由中介行业内部切入，联系一家大型劳务公司负

责人，再采取“滚雪球”方法横向扩展，确保每一类别都能在调查中得

到覆盖。针对工人，笔者亲自参与工人招聘和工厂工作，拥有一批工友

资源，了解到工人生活与流动中的普遍问题。针对用工企业，笔者调查

了部分与劳务公司有对接业务的工厂 HＲ。针对政府人员，笔者着重

访谈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及直属的劳动监察保障支队，这也是直接

管辖中介行业和劳动纠纷的政府部门。
该地求职者较为年轻，学历较低，绝大部分来自周边城市，很少有

本地人。W 市可供他们选择的基本只有工厂的普工岗位，而且他们对

于就业前景与中介组织知之甚少。与年轻的求职者相比，中介行业的

从业者多为中年人，文化程度较低，也来自周边城市。当地中介生意红

火，从事此业者迅速致富的不在少数，与工人形成鲜明对比。

四、中介链条: 劳动力市场的组织生态

就广义而言，工厂招工方式包括企业直招、老乡介绍、转借工人、劳
务开发、中介代理等( 刘东旭，2016) 。但制造业普工招聘的数量大、波
动大，加之当下用工紧缺、工人流动快，企业人力资源部门一般不负责

直招，而是委托给劳务公司进行代理式招聘。但劳务公司并不是招聘

活动的终端。在它之下还存在多层代理结构，即类型与规模不一的中

介组织。劳务公司将招聘业务外包，下一级的中介组织又会自行分包

或再外包，进而形成以劳务公司为核心的中介链条。无论是个人求职，

还是外地的工头或职校组织来 W 市求职，都要经历该链式招聘，后者

招聘链条甚至更长。可以说，中介链条已经成为劳动力配置的主要渠

道。那么链式招聘的流程与特点如何? 又为何能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如

此大的影响?

( 一) 链式招聘模式

如图 1 所示，用工企业从劳动力市场上购买劳动力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经历了复杂的链式招聘。链条上游的企业和链条下游的求职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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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间隔着劳务公司、黄牛、劳务中介三层组织，组织间皆为独立关系。
其中黄牛通常可分为大黄牛与小黄牛，区分标准是社会背景与业务能

力。大黄牛社会资本雄厚，小黄牛在背景与能力上皆不及大黄牛。从

信息流动来看，上游的用工企业将招聘信息层层下达到各中介组织，最

终发布于劳务中介门店的小黑板，为求职者所知。从劳动力流动来看，

求职者以个体或组织的形式到达劳务中介门店，由小黄牛安排接送至

中转地，继而由大黄牛安排车辆将工人送至劳务公司，最后由劳务公司

安排进厂。一名求职者由劳动力市场进入工厂需要通过四轮交接，每

轮交接中的中介组织都扮演着特定的角色。

图 1 链式招聘模式

第一轮交接由工头①和劳务中介合作完成。首先，工头与劳务中

介联系，依靠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组织一定数量的农民工，从外地送至

指定劳务中介的门店，由劳务中介的人员进行信息登记。
当劳务中介将手上的求职者转交给黄牛，则开始第二轮的交接。小

黄牛负责信息统计、接人和将求职者转交给大黄牛。大黄牛将汇集来的

求职者输送至劳务公司，完成第三轮交接。在劳务公司完成面试、体检

之后，求职者与劳务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再派送至企业，则完成第四轮交

接，最后由企业人员安排入职事宜。如果工人心仪的企业与负责安排自

己的中介组织无合作关系，劳务中介即会将求职者转交给其他有合作关

系的劳务中介，而后再转交给该劳务中介的上线黄牛和劳务公司。
因此，众多劳务中介、黄牛和劳务公司可能构成多种分工合作组

合，组合与组合之间并不排他。既然中介链条的每一个环节都有可替

代的行动者，那么每一个环节内都存在竞争。同时，因为各中介组织自

发形成合作链条，环节与环节之间的业务分工并没有应然的界限。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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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工头”角色在该劳动力市场上并不明晰，一般默认市场上的中介组织就分为三层。



此，中介链条运作的稳定程度如何，合作与竞争如何并行? 这一问题涉

及劳动力市场组织生态中秩序的形成与维系。

( 二) 中介组织间的合作与竞争

中介链条之所以能够产生作用，原因在于各类中介组织之间可以

分工合作。首先，劳务公司从企业承接招工任务，但并不独立完成，而

是主动将任务分散，从黄牛和劳务中介手中收购求职者。这种“分

散—收购”对劳务公司有利，一方面黄牛和劳务中介数量众多，可以扩

展关系网络，更有效地挖掘和组织劳动力; 另一方面，劳务中介和黄牛

受法律资质的规制较少，多数以小团队或个人的形式流动招募求职者。
在逃避监管的情况下，流动招募可以避免形成统一定价，招募者可以动

态调整劳动力价格，节约劳务公司的招工成本。其次，劳务公司负责与

企业签订正式合同，受到相关法律与合同的约束，而劳务中介和黄牛不

与企业或劳务公司任何一方签订合同，所受的约束很少而灵活性极强。
这种“正式性搭配非正式性”的方式既在形式上赋予招工以合法性，又

在实质上保证了招工的效率。劳务合同的“脱钩”充分利用了各类中介

组织的功能，形成了各尽所能的、各司其职的“双赢”局面。
但合作也伴随着竞争，竞争体现在“劳务公司之间”与“劳务公司

和劳务中介 /黄牛之间”这两个层面。在第一个层面上，劳务公司会首

先展开对企业招聘代理权的争夺。由于当地存在众多劳务公司，一家

用工企业会与多家劳务公司合作，后者延揽和输送劳动力的能力是重

要的选择标准。没有能力输送足够的劳动力就会被企业排除在合作范

围之外。其次，劳务公司会为其在工人中的声望展开竞争。企业会根

据一家劳务公司输送工人的多寡，为其所输送的工人分配工作岗位。
劳务公司之间的竞争继而也体现在如何通过多送人在工人间树立

口碑。
在第二个层面上，首先，不同层级的中介组织间会对最佳合作者展

开竞争。当劳务中介 /黄牛无法提供足额劳动力时，劳务公司会另寻下

游代理，当劳务公司不给予足额的招聘费用时，劳务中介 /黄牛也会另

寻上家。
其次，不同层级的中介组织也会对业务范围与边界展开竞争。有

一家资深蓝领平台试图打破中介链条，吞并一些劳务中介与黄牛的业

务，直接将劳动力从市场输送到企业。但对劳动力市场组织生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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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一体化”改造成本极高，且遭到中介链下游组织的集体反抗。因

此，中介组织对业务边界的竞争远不如对业务能力的竞争那般激烈。

( 三) 链式招聘的空间结构

链式招聘发生在特定的空间构造中，这种构造体现了中介组织的

角色分工与运作特点，并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招聘链条的稳定运转。
链式招聘沿着 T 街展开，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该街交通便利，利于人

员交接。中介组织自发地在 T 街周围构造了一个非典型的人力资源

集市。T 街右侧的“中介巷”集中了上百家劳务中介和黄牛。求职者进

入中介巷，便不断有劳务中介员与之搭讪提供工作信息。若求职者同

意，就成为该劳务中介的招工成果，将在此地等待下一步对接，由黄牛

送至 T 街左侧，这里是劳工传送和交接集中所在地。每天 11 ∶ 00 －
13 ∶ 00，黄牛与劳务中介把自己带来的劳动力送到各劳务公司设在此

处的摊位，经各劳务公司人员进行人员登记和清点，待达到一定数量后

即派车载往劳务公司进行面试。整个 T 街左侧挤满了等候被调度的

劳工、忙于接送工人的劳务中介员、黄牛及等待接人的面包车。除此之

外，T 街两侧还聚集着一些流动个体摊贩，其中有不少拍照与卖笔的商

贩皆同劳务公司合作，向求职者收取拍照费与文具费。
在这样的空间构造中，初到此地的求职者几乎难以发挥自己的主

体性。求职者无法亲自与工厂对接或核实，只能根据当下的体验选择

一家劳务中介，被动地成为被转手和传送的商品。劳务公司作为中介

链条的终端也不会为工人披露更细致的工作信息，而仅仅是收取身份

证、登记姓名、面试单位，将其视为收购上来的劳动力。他们最重视的

不是工人的技能或个体情况，而是登记每名工人由谁送来，以便之后与

劳务中介或黄牛进行报价与结算。
对中介组织来说，这也是他们工作的主要内容。但这一看似单调、

缺乏技术含量的工作却利润不菲。那么，这场围绕招工展开的红火生

意有着怎样的盈利模式，中介链条的利润来源又在哪里?

五、季节性生产下的“返现”与中介链条的运作逻辑

世界工厂模式下，代工企业根据国际市场的订单波动性地安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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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产的季节性明显。以 W 地的电子厂为例，每年 4 － 6 月为生产淡

季，8 － 10 月为生产旺季，淡季招工量较少。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选择

聘用劳务公司来招募工人，通过制造差异化的劳工身份来构建庞大的

临时工队伍。2014 年之前，由劳务公司招募进厂的一般为“派遣工”，

在待遇上远低于正式工，还面临着随时被辞退的风险。但随着 2014 年

《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的正式实施，劳务派遣人员的比例被限定在总用

工量的 10%。①“外包工”替代“派遣工”成为劳务公司为企业输送的

最大工人群体，约占工厂用工量的七成。
需指明的是，“外包工”即指以劳务外包的形式入厂，“派遣工”是

指以劳务派遣的形式入厂。两者有明显区别: 从管理主体上看，外包工

由劳务公司直接管理; 派遣工则由企业直接管理。从合同标的及结算

标准来看，劳务外包中企业与劳务公司合同标的为“事”，结算标准是

“工作量”，企业按照项目进度向劳务公司发放报酬; 劳务派遣中企业

与劳务公司合同标的为“人”，结算标准是“劳动力”，企业周期性向劳

务公司发放管理费。从法理上看，外包工适用《合同法》，企业基本不

承担外包工的责任; 派遣工适用《劳动合同法》，若给派遣工造成损害

的，劳务公司与企业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刘大卫，2014; 周国良，2012) 。
由于法律还未对“外包工”做出界定，故事实上劳动力市场中“假外包，

真派遣”②现象大量存在。
除正常薪资外，市场上还存在一种重要的资金———“返现”。它成

为中介链条的主要运作逻辑，是当下维持世界工厂弹性生产的关键。
下文将具体阐述“返现”的运作机制。

( 一)“返现”: 中介组织招募工人的强激励

“整体用工荒”叠加“生产波动性”导致招工日趋困难且在旺季尤

为明显。如何招募临时工来满足企业弹性化的用工需求，成为劳务公

司的核心任务。“返现”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成为当下劳务

公司吸引工人的普遍激励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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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用工单位在本规定施行前使用被派遣劳动者数量超
过其用工总量10%的，应当制定调整用工方案，于本规定施行之日起2 年内降至规定比例。”
“假外包，真派遣”即指劳务派遣转为劳务外包后，劳务外包人员、待遇、工作地点、工作
内容与劳务派遣没有差异，为了掩人耳目，变更的只是劳务合同、人员归属、结算方式、管
理模式等( 刘大卫，2014) 。



“返现”又称“返钱”，是由劳务公司出资，除正式工资之外给予劳

工进厂的非正式奖励。① “返现”特征有三: 第一，“返现”高低呈季节

性波动。如图 2 所示，“返现”六月最低，十月最高，两月相差 3500 元，

波动十分明显。“返现”与企业季节性生产直接挂钩，是劳动力市场中

“用工需求”的最强信号，“返现”高则代表用工高峰期来临。第二，“返

现”因厂而异，与工厂性质息息相关。即整体待遇越好的工厂“返现”
越低，反之越高。第三，发放“返现”需要工人满足一定条件。工人在

厂达 45 个工作日，且不能出现故意旷工等违纪现象，才有资格获得

“返现”，“返现”一次性发放，且仅有一次机会。

注:“返现”金额大致为每月的平均水平。资料来自劳务公司内部统计数据。

图 2 “返现”的季节性波动

“返现”分发要经过“线长—工厂管理人员—劳务公司—黄牛—劳

务中介”五个环节。最先由工厂中的线长核对每位工人的工作量，再

将符合条件的工人名单上报至管理人员; 随后，管理人员将“返现”与

人员名单交付劳务公司，由劳务公司将“返现”打入黄牛账户，黄牛再

打钱给劳务中介，最后由劳务中介分发给工人个体。通过设置返现，劳

务公司得以在旺季吸引足够的劳工并对其工作量进行间接控制，黄牛

与劳务中介也可挖掘与组织劳动力从中获取利润。由此看来，“返现”
已成为中介链条运行的重要动力机制，也是形塑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力

量。但“返现”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需要回答劳务公司资金从

何而来，中介链条又如何合力制造出劳工体系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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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返现没有一个制度化的正式定义，本文根据调查访谈对这一现象进行归纳和界定。



( 二) 劳务公司、劳务中介与黄牛的盈利模式
1. 劳务公司的盈利模式———“返现”来源

用工企业给予劳务公司的费用包括两部分: “管理费”与“奖励”。
管理费指用工企业支付给劳务公司发布信息、招人、培训、发放工资、纠
纷处理这一流程的整体费用。假定在厂工人离职较少，则劳务公司收

取的管理费基本固定，按照每人每月 100 － 500 元①收取。因此管理费

多少也根据工人在厂时间长短而定，工人在厂时间越长，用工企业给劳

务公司延续的管理费越高。在劳务管理费之外，劳务公司还能收获奖

励，指的是工厂给予其招工的额外激励，奖励多少要视劳务公司完成企

业用工需求的比例而定。
值得注意的是，具体的“用工需求量”并不会固定在企业与劳务公

司的合同中。合同仅会模糊地表达“根据市场需求提供劳动力，当达

到需求量的某比例可有一定奖励”。② 另外，尽管企业在每年年初向劳

务公司下达用工数量的需求表，但这也不会出现在合同上，只能作为参

考。因为企业会在全年进行动态调整，调整依据是“生产的淡旺季”和

“工人的离职率”。一旦企业调整用工需求，劳务公司也需相应地调整

招工人数，劳务公司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企业用工波动性的缓冲带。
为平衡劳务公司因企业用工波动承担的风险，企业会按劳务公司

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其用工需求加以奖励。也就是说，奖励不按招募的

人头计算，而是按“企业用工需求”与“劳务公司招募量”的匹配程度计

算。若满足总体需求，则给予整体奖励; 若未达到总体需求，则按照招

募量与需求量的比例计算奖励。
除去从用工企业那里赚取管理费和奖励外，劳务公司还从工人那

里赚取两部分费用:“面试费”和“社保费”。面试费和中介费不同( 大

部分劳务公司不收中介费) ，主要指工人在 T 街等待去劳务公司面试

时支付的买笔与拍照费。社保费是指劳务公司克扣工人的社保费用作

为额外利润。之所以可以成功克扣原因有二: 首先，对“外包工”而言，

因其无转为正式工的机会，劳务公司默认不为他们缴纳社保，并让其签

订“自愿不缴纳社会保险说明书”。其次，对“派遣工”而言，劳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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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该标准是现今劳务派遣的一般收费标准。但在市场上大量劳务外包中，劳务公司也收取
这笔费用，即仍然按照“人”收取费用，印证了市场上的“假外包，真派遣”。
“用工需求量”与对应奖励在劳务外包合同中不会出现，在劳务派遣协议中也不会明确
表达。



有义务为其缴纳社保，但因派遣工需经历三个月试用期，劳务公司默认

试用期内不为工人缴纳社保，暗自克扣社保金直接作为利润。在用工

旺季，这笔社保金又将作为“返现”的一部分派上用场。
综上，劳务公司的利润来源包括四部分: 用工企业给予的管理费与

奖励，工人的面试费与社保金。这也是“返现”的组成部分，其中未缴

的社保金几乎占据“返现”的半壁江山。
2. 劳务中介与黄牛的盈利模式———“返现”分发

劳务中介、黄牛主要从劳务公司赚取费用，包括三部分: 一是招聘

代理费，即劳务中介和黄牛组织招人、送人到劳务公司的流程费用; 二

是人头费，即劳务公司根据劳务中介与黄牛提供的劳动力的总量发放

的费用; 三是奖励，即劳务公司通过观察同行所付代理费的多寡，补齐

给劳务中介与黄牛的价差。奖励非常灵活，每天都可能变化。因为劳

务公司之间存在竞争，因此动态调整奖励笼络住下游的黄牛和劳务中

介变得十分重要。结合上文可以发现，劳务公司、劳务中介与黄牛的盈

利模式相互挂钩，通过环环相扣的利益嵌套，中介组织业已成为劳动力

市场的一支重要自利力量，它们不断将自身利益做大。

图 3 “用工企业—中介链条—工人”间的资金流动

图 3 展现了“用工企业—中介链条—工人”三者之间的资金流动。
用工企业的管理费与奖励、工人的面试费与社保金是劳务公司的主要

收入来源; 劳务公司的招聘代理费、人头费及奖励是大黄牛的主要收入

来源; 与之类似，大黄牛向小黄牛、小黄牛向劳务中介也是逐层拨付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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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块费用，但逐层拨付，抽成递减。对工人而言，“返现”的多少取决于

中间环节的多寡，中间环节越多“返现”越少。

( 三) 劳务公司、劳务中介与黄牛的亏损风险和调节
1. 劳务公司的亏损风险与灵活调节:“赌概率”与“调社保”
劳务公司虽有成熟的盈利模式，但在用工高峰需支付下游代理更

多费用，利润空间也可能缩小，甚至面临亏损的局面。之所以会亏损，

是因为虽然旺季由于劳务公司供应了更多劳动力，管理费赚取较淡季

多，但此时招收一名劳动力花费的成本或逾 5000 元，大大高出管理费

与奖励。但为争夺市场上的声誉与占有率，承担季节性的溢价似乎不

可避免。
那么，劳务公司如何避免亏损，保证利润空间? 灵活盈利是其中的

关键。灵活盈利建立在“赌概率”和“调社保”两个机制上。“赌概率”
是指劳务公司在季节性招工的约束下，增加淡季的利润，弥补旺季支付

高额返现造成的亏空，以“扯平”费用。可以“扯平”的关键在于两点。
第一，淡季招工成本较低，此时劳务公司花费 1500 元左右就能向工厂

提供一名劳动力，与旺季招工费用相差近三倍; 第二，假设工人在厂时

间一致，虽淡季管理费不及旺季多，但淡季劳务公司收到的奖励并不一

定比旺季少，原因在于奖励是依据劳务公司在多大比例上满足企业当

季招工需求计算的。由此，淡季劳务公司招工费大幅低于旺季，盈利上

存在管理费的差距，而管理费又明显低于招工费，所以一定程度上能够
“扯平”。之所以称为“赌概率”，原因在于旺季劳动力的价格波动大，

劳务公司既难以控制下游中介链的报价，也难以控制企业的报价。同

时，劳务公司赚取的管理费部分取决于工人的在职时间，然而在工人频

繁离职的背景下，这一条件似乎也难以控制。考虑到劳动力的采购价、
销售价、溢价都有极强的不确定性，劳务公司对于能亏多少，能“扯平”
多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只能冒风险而行。
“调社保”是指劳务公司策略性地调整为工人缴纳的社保金额，从

而间接调节“返现”。“返现”的核心来源是劳务公司赚取的企业管理

费、奖励与未缴的工人社保金。既然前两者都不能由劳务公司控制，那

么唯一能控制的只有工人的社保金。在旺季为了拿出更高的“返现”，

劳务公司除了不为外包工缴纳社保，还延长派遣工的试用期，以便尽可

能少缴社保，尽量避免高额“返现”带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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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劳务中介与黄牛的亏损风险与灵活调节:“返现炒作”
对于下游的黄牛与劳务中介而言，也存在亏损风险，原因在于旺季

劳务公司资金周转有难度，尽管事先允诺会下发大额费用，但费用下发

周期长。为在高峰期成功“抢人”，劳务中介、黄牛会先为工人分发一

部分“返现”，以成功固定与工人的合作关系。然而劳务公司最后下发

的费用远低于其事先垫付的“返现”，造成其亏损。那么，劳务中介、黄
牛又是如何调节以保证足够的利润获取? “返现炒作”是其中的核心。

如果说“返现”会造成劳务公司利润空间缩水，那么对劳务中介和

黄牛而言则是其扩展利润空间的源泉。对前者来说，“返现”是旺季招

募劳工并降低离职率的权宜之计，对后者来说，“返现”是在工人不断

离职与求职中制造出的生财之道，工人每次回到劳动力市场都会为其

带来新的收入。因此，劳务中介与黄牛会鼓励工人达到就职时间的最

低要求后，重新回到劳动力市场成为可被再次定价与销售的劳动力。
如此这般，一方面可以再赚一次招聘代理费，另一方面也可以制造

劳动力紧缺的现象，炒高“返现”，提高抽成收入。为了更大程度地攫

取利润，部分劳务中介与黄牛还会侵吞工人应得的“返现”，之后踪迹

难寻。

( 四)“返现”诱惑下的工人角色与行动
1. 赚取“返现”游戏

在高额“返现”诱惑下，工人也会充分发挥主体性，配合中介组织

完成“返现”游戏。这些工人会主动甄别“返现”高低，培养出一套灵活

赚取“返现”的机制，成为该市场上“返现”游戏的“胜利军”。
首先，他们凭借积累的经验择选出通常开出“返现”较高、口碑较

好的劳务中介; 为了保证“返现”能顺利拿到，工人继而要求劳务中介

开具“返现”证明。若劳务中介不能如约给予“返现”，工人便会在网上

宣扬其造假信息，逼迫其交出“返现”。由此，工人便通过选择信誉好

的劳务中介进厂，工作满规定时间后即出厂，不断重复操作获取“返

现”。工人也与劳务中介成为固定伙伴关系，劳务中介会给“老客户”
分发更多的“返现”。

然而初入该市场的工人则未能如此幸运，由于这些工人不了解

“返现”游戏规则背后的剧本，缺乏事先的交流与打探，往往随意进入

某一劳务中介。劳务中介开出的高价“返现”往往可以成功诱惑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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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工人上门讨要“返现”时即可能遭遇如下情形: 一是劳务中介门店

已关闭，即劳务中介老板私吞“返现”逃走; 二是劳务中介仅给一小部

分“返现”，虽然工人会据理力争，但多数并无结果，甚至会遭到报复。
2.“返现”无果后的维权行动

当“返现”无果后，经验丰富的工人既不会在劳务中介“闹事”，也

不会选择维权，他们就此放弃。吃一堑，长一智，之后会更加谨慎选择

劳务中介。之所以不会“闹事”，是因为劳务中介里通常有几位黑社会

背景人员镇场，工人势单力薄难以对抗。而不会选择维权则是因为维

权只是纸上谈兵，大多数只能无功而返。
一般来说，工人为争取“返现”会请求政府部门介入，流程为先书

写投诉书并提供材料，监察支队五个工作日内受理，接着确认案件是否

能够成立，若立案则上传系统并指派人员调查。若有调查结果会通知

投诉者，不满意可再请求监察委进行行政复议。虽有完善的举报投诉

流程，但材料的不正规与不齐全常会阻挡工人的维权行动，原因有二。
一是“返现”并未出现在劳务公司与劳动者的合同上，即“返现”仅是口

头承诺; 二是劳务中介给劳动者的“返现”凭据无法律效力，来往发票

明细上亦不会说明是“返现”费用。因而政府无法帮助劳动者维护权

益，最终只能通过协商方式加以调解，对此工人颇为不满。
当有工人指出“返现”源于克扣的社保金时，政府也难以为其维

权。对政府而言，其监管难点在于，一方面，返现最后由劳务中介或黄

牛下发给工人，政府不仅无法获取返现的相关凭据，而且劳务中介、黄
牛的灵活性也使其难以得到有效监管。另一方面，劳务外包下的社保

缴纳仍属灰色领域，既没有明确法律规定，在现实监管中又难以区分劳

务外包或派遣。劳务公司为躲避监管便与用工企业签订租赁协议，即

租用工厂的场地、仪器等，劳务公司实现名义上的管理，实际管理权仍

在企业。同样，劳务外包合同与实际操作情况又存在差异。

外包交社保这块监管不起来，就是在社保上弄奖励。我们一

线执法的，一开始劳务派遣容易监控，但规定派遣控制 10% 以后，

都变成外包，发票上也不用分清楚奖金啊。一锅粥，很难监管。现

在变成真派遣假外包。( 监察人员访谈，20180725)

如此情形之下，工人孤立无援。在向中介组织讨要说法、向政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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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维权未果后，一些本就处境困窘的工人失去生活的希望，极端情形下

甚至有工人选择轻生。

六、劳动力市场组织生态的制度环境

上文刻画了一个由中介链条主导的劳动力挖掘、交换与流动的配

置秩序，这一秩序建立在世界工厂的生产模式之上。但生产体制并不

是决定该秩序的直接力量，在改革开放 40 年中，这一体制没有发生太

大改变，但当下劳动力的配置秩序却已然变化。因此需要解释的是，维

系生产体制的环境在怎样的制度条件下构建起来，这其中又有着怎样

的行动逻辑? 本文认为，地方政府、工人与企业共同促生了有利于中介

链条运作的制度空间。各主体都在积极发挥主体性，策略性地经营各

自手中的“灵活性”，以便继续从既有的生产体制中获益。

( 一) 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倾向:“执法的灵活性”
W 地政府对中介链条与“返现”运作并非不知情，但囿于执法依据

不足与监管难度，使其默认当今劳动力市场生态，“返现”也得以延续。
在这背后，政府主要基于两方面考量。

一方面，政府担心取消“返现”会损害制造业在当地的经济表现，

也会给招商引资带来困难。“返现”成型多年，该地工人已熟知该运行

规则，外地工人也慕“返现”而来。在“返现”的诱惑下，大量工人被输

送进厂，用工企业得以长期顺利运转。用工企业的良好表现能够为地

方政府带来较大税收，①吸引外资，从而提升经济效益。同时，下属中

介组织也可从用工企业那里分得利润，能够促进当地人力资源行业的

兴盛。一旦取消“返现”，工厂无法招收足够的劳动力，将导致用工企

业停运，缺工效应也会蔓延至下游的中介组织，造成整个行业的萎靡。
因此，当地政府会顺水推舟而不会对此严格监管，并担心严格监管“返

现”会致使工人流失、企业搬迁。

政府不能承担企业损失，毕竟企业税收是很重要的一块，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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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全国性难题。往年劳务公司在工人社保里拿出一部分，规定

上也没有明确说怎么处罚。( 政府人员访谈，20180725)

另一方面，当地政府认为劳动力市场治理不仅仅是处罚违法中介

这么简单，其背后是对社会稳定的无限责任。原因在于企业为工人提

供了大量职位，提升了就业率，降低了工人在社会上流动带来的不确定

性风险。并且，部分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具有黑社会背景，之前便从事

违法活动，而后转行做中介生意成为“良民”; 若该行业利润大幅削减，

极有可能促使他们回归本职，又增添了诸多不稳定的社会因素。同时，

在某些情况下，劳务公司确实充当了集招工和管理为一体的劳工控制

体系，在化解劳工群体性事件中起到一定作用。因此，当地政府发展出

一套灵活执法的策略，以合作的态度约束而非处罚劳务公司，将“返

现”控制在一定范围。通过灵活执法，地方政府为“返现”构造了一个

弹性的规则空间，而法理的空白又充分庇护了这种弹性空间的存在。

( 二) 用工企业的风险外化:“雇佣的灵活性”
W 市的制造企业主要为代工厂，依靠国外订单，以加工费用为主

要盈利来源。这种生产模式面临三重风险。第一，订单的季节波动要

求短时间召集大量工人进行高强度、高精度作业，但结构性的用工短缺

与用工需求的骤然增长导致工源不足，直招渠道无法满足用工需求。
人力资源部门无法承担起每日数以千计的招工任务，更无法承担招工

不足导致订单违约而产生的损失。
第二，将招工任务外包的同时，用工企业也同时转移了解雇工人导

致的劳资纠纷风险。出于对淡旺季收益的衡量，企业试图打造一条灵

活雇佣的链条，通过“淡季解雇—旺季多雇”的模式对应季节性的招工

需求，以弹性的用工模式实现最大化收益，而外包工的使用则能最小化

企业解雇工人的风险。
第三，用工企业借劳务外包将工人权益处理也部分转嫁给劳务公

司。一方面，当工人健康权益遭受侵害时需由劳务公司承担责任，诸如

发生工伤则需劳务公司担负大部分职责; 另一方面，当工人就薪资与

“返现”等问题产生争议时，企业即将责任外推，指出资金都已通过劳

务公司流转完毕，企业不负责解决。
由此，企业在直接控制的体系之外，借助劳务公司构建了一个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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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间接管理劳工的体系，成功外化用工风险。尤其在“假外包，真派

遣”的运作下，用工企业既能直接控制与剥削工人，又可有效逃避监

管。需要强调的是，用工企业的风险外化是催生“返现”的直接动因，

从而也影响了劳动力市场组织生态的形构。

( 三) 工人群体的高度原子化:“流动的灵活性”
工人群体本身也是形塑劳动力市场组织生态的重要力量。
首先，工人群体向上流动的渠道狭窄，城市融入困难。工人普遍对

自己的职业前景感到悲观，没有长期的职业规划也缺乏晋升渠道。跳

槽对于他们而言是自己唯一可以支配的灵活性，利用这种灵活性赚钱

似乎顺理成章。对农村家庭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多是拆分型农民工生

产体制的产物，留守经历带来了务农经历的缺失、亲子关系的疏离和家

庭责任感的淡漠( 汪建华、黄斌欢，2014 ) 。农村已经成为回不去也不

想再回去的远方，他们宁愿长期在城市中追求形式上的生活。
其次，困窘的身份、焦躁的内心与失落的想象使得消费主义在新生

代农民工中盛行。大部分工人表示，跳槽赚“返现”是为了短期消费，

与未来规划毫无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短期“返现”的诱惑远远超过社

保带来的长期保障，所以一些工人明知劳务公司并不为自己缴纳社保

也愿意与之配合，自愿签订声明以换取“返现”。但靠“返现”消费带来

的愉悦感又很快被前途的迷茫和生活的空虚所取代。
最后，工人之间缺乏团结，面对中介组织的剥削无法形成集体行动

能力，对不断发生的利益侵害多抱着冷漠的态度。在中介组织面前，他

们是个体而非群体，只能听从支配。为追求“返现”而频繁跳槽也使工

人之间难以发展出阶级团结，甚至难以发展出友谊。
缺乏社会连结的个体工人是中介组织的利润来源，他们虚幻的发

财梦、孤单的身影和漂泊的步履成了劳动力市场组织生态的底色。
综上，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使其不愿从根本上治理中介组织

的运作与违规用工，而是利用“执法的灵活性”默许“返现”存在; 企业

的用工风险外化使其依赖中介组织来供应与管理劳工，愿为这种依赖

支付更高成本，以换取暂时的“雇佣的灵活性”; 工人群体团结的匮乏

使其无法对中介组织运作中的权益侵害做出反抗，只能以个体形式频

繁跳槽，利用“流动的灵活性”来获取短期经济利益。这种“灵活性”的

经营配合了该体制的短期目标，却为其长期发展埋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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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总结与讨论

本研究所刻画的劳动力市场组织生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链式

招聘”。由于订单经济下生产体制对于用工灵活性与数量存在双重要

求，企业将普工招聘业务外包给劳务公司并由其组织、筛选和输送劳动

力。但生产的季节性与劳动力供给不足的事实导致劳务公司需要与下

级招聘代理合作招工。劳务中介、黄牛等不同资质、不同规模的中介组

织遂形成层层外包的中介链条，“返现”是该链条得以维系和运转的核

心。一方面，通过操纵“返现”，中介组织得以在用工荒情况下相互配

合，组织庞大的“外包工”群体以支撑工厂的季节性生产。另一方面，

“返现”也成为中介组织盈利模式与利益调节的基础。围绕“返现”动

员与分配展开的中介业务运作掩盖了劳工实际利益层层受损的客观事

实，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企业用工成本与工人流动率。二是“制度环

境”。尽管当下劳动力市场的组织形态会损害企业与工人的长期利

益，但实际上中介链条却在不断发展壮大，政府、企业与工人共同构造

了有利于其发展的制度环境。
本文的贡献体现在以下四点。首先，本文揭示了“结构性的用工

荒”与“持续运作的世界工厂”之间的张力是如何得以缓解的。中介组

织是其中的关键。通过“链式招聘”与“返现机制”，中介组织成功动员

并组织着劳动力的高流动性，为世界工厂持续运转打造了庞大的劳动

力蓄水池。然而这种流动性的维系却是以牺牲工人长期福祉为代价

的。“返现”看似是工人市场议价能力提升的表现，实际上则是对工人

自身合法权益的侵害。本就弱势的劳工在中介层层抽成下不断丧失长

期保障，也在中介链条的裹挟下错失了提升自身技能水平的机会，从而

进一步丧失市场议价能力，沦为弹性用工体系中的廉价工具。
其次，本文指出市场与社会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一方面，“用工

荒”可能是社会反向保护的一种表现，工人可通过流动这种“用脚投

票”的方式抗拒“劳动力的商品化”; 另一方面，市场以灵活的适应性打

造了一套新的定价体系，利用中介链条推动“劳动力的再商品化”。
“嵌入”与“脱嵌”在持续互动中。更值得关注的是促成这种互动关系

的各类条件，即劳动力市场所嵌入的文化、历史与制度框架。在本文

中，地方政府、用工企业、工人都是承载与编织这一框架的主体，三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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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性”的经营配合了弹性生产体系的短期目标，却放大了其系统性

风险，为危机埋下隐患。
再次，本文表明了劳动力市场的组织生态和控制机制的重要性。

马克思( 1975) 认为，资本获取利润的秘密存在于对劳动生产而非劳动

力购买的控制中，资本家购买的只是工人的劳动力而非劳动。沿着这

一传统，大量研究围绕生产政治展开。但有关劳动过程的讨论集中在

生产单位内部，而未关注劳动力本身如何走进工厂、成为可被利用和剥

削的主体。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分散性生产体系的建立，控制方式从

科层式的直接控制转向网络式的代理控制。而代理控制的一个重点就

是充分利用劳动力市场的特点，构建多样的雇佣关系，以满足资本弹性

积累的要求。为实现代理式控制，中介组织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因而

必须关注劳动力市场的中介组织，探讨该角色的行为与策略如何形塑

劳动力市场，在其背后又有怎样的经济与社会基础。
最后，本文对劳动力市场的法律治理具有一定现实意义。该市场

庞大的盈利空间源于劳务外包体系，但“假外包，真派遣”广泛存在，故

其实质仍是法律所限定的“劳务派遣”。本文提供了“假外包，真派遣”
具体样态的现实素材，希望能够引起法律法规制定者和执行者的思考

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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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domestic circumstances from which the principles emerged and evolved. After a
summary of the outcomes since 2012，this paper moves on to discuss the structural issues
that China must face and the demand of the on-going industrial revolution. For the future，
the authors propose， social policies should stick to issue-based and co-productive
approaches. The society，employers，families and individuals should all be encouraged to
play their roles and combined effectively with the role of the state. It is essential to further
social investment policies such as job creation，education，healthcare and so forth，and at
the same time modify social consumptions，such as minimum income guarantee and social
pensions to make them fairer. While improving policies in individual sectors，it is also
vital to improve the adaptability of policies and coordinate different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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