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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战国时代曾经作为天下显学的墨家，代表着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重视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大力宣扬平等兼

爱的天赋人权思想，探索劳动人权的保障措施，蕴含着较为完整的劳动人权体系。墨家的劳动人权思想对于我国传统的劳动

关系的塑造与调整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借鉴意义：一是墨家劳动人权至上的理念为保护劳动人权

提供价值尺度；二是墨家的平等兼爱道德理想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三是墨家提倡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有利于切实保护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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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学代表上层社会文化，墨

学则代表下层平民文化。墨学中包含了人类思想的

精华，是中国劳动人民思想的集中体现，反映了广大

劳动人民的利益和需求。墨学产生并发展于先秦社

会动荡时期，而我国现阶段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二

者在处理劳动关系方面的理念有一定的相似性，因

此，墨家所倡导的劳动人权思想对构建我国和谐劳

动关系具有很大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一一、、墨家的劳动人权思想墨家的劳动人权思想

墨子，姓墨名翟。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

百家中，墨子所创立的墨家学派，与孔子所创立的儒

家学派并称为“显学”。《韩非子·显学》开篇写道：“世

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

翟也。”墨子的学说经过后世弟子不断完善和发展，

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墨学体系。

（一）劳动人权至上的理念

劳动人权至上的理念贯穿于整个墨学体系。墨

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出身小手工业者，一生都是劳

动者的他始终站在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为劳动

者代言，他的学说几乎都代表着劳动人民的利益和

要求。之后墨家学派的组成人员，大多也来自劳动

人民。由于墨学在当时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

益，所以受到劳动人民的热爱并为他们自觉接受。

墨家思想中特别重视生产、强调劳动，将生产劳动放

在国计民生的重要地位，因此，劳动人民是国家的本

位和基础。墨家认为，生产不仅是人区别于动物的

关键所在，而且也是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凡五

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

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1]粮食的生产关系到国计

民生，“民生为甚欲。”[2]国家的富强需要各行各业都

尽其所能，努力从事生产劳动。为了使劳动者积极

生产，墨家不仅重视生产的经济价值，也重视劳动的

道德价值——劳动人权至上。“今人与此异者也，赖

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3]主张通过劳动人民

的生产劳动，去实现自身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彼

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

倦。”[4]由于意识到了这一点，墨子认为社会上全体

人民都要参与劳动，各司其责，相互配合，才能实现

社会的长存与发展。墨子主张“非攻”，认为不义战

争对于广大劳动者而言是“天下之大害也”，[5]无论

是“攻者”，还是“攻人者”，都使“农夫不得耕，妇人不

得织，以守为事。”[6]同时，墨子提倡“节用”、“节丧”、

“非乐”，反对奢靡，但不反对生产，“其生财密，其用

之节”，[7]表示“积极生产”与“消极节俭”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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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提出以“贵贱、贤愚”为标准的社会分工，以提高劳

动生产效率。[8]

（二）平等兼爱的道德理想

“兼爱”作为墨家思想中最核心的观念，要求做

到平等互爱。墨子认为，天下的大害，在于人们的互

争，天下的祸乱，都是从“不相爱”产生。既然他把各

种社会弊端都归因于人们之间的“不相爱”，所以，只

要能做到“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9]那么很多社会

问题就能顺理成章地解决了。在墨子看来，行兼爱

可祛除私心，避免争执，消弭战争。“天下之人皆相

爱。”[10]只要人人相爱，人人摒弃自私自利的心，则一

切社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11]古代社会是阶级社

会，阶级与阶级之间互相仇视、争斗。在这样的情形

下，在下层社会生存的劳动者的利益难以得到保障，

墨子对此十分痛心。他从理论方面修正，提出了平

等兼爱的道德理想：“人无长幼贵贱，皆天之臣也。”
[12]这一理论既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又道出了人人

生而平等的理念。在劳动者的权益保障上，墨子认

为权利依靠法来保证，提出以“天志”为法则。墨子

强调要尊天事鬼，爱人节用，倡导以天为法，要顺天

之意，不要反天之意。《墨子•天志》认为，天代表最广

的仁爱、最高的权能、最大的智慧，所以要把它作为

治理国家的根本大法。因此，“天志”可以用来度量

天下的统治者，考察他们的行政设施，凡是顺从天

志，有利于劳动者权益保障的，都是好的；不顺从天

志的，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都是不道德的。以天

志为标准，来度量天下的统治者仁与不仁，就像分别

黑白一样，立即就可以辨明。

（三）以人为本的价值观

墨学体系中还蕴含了天赋人权的价值观。墨子

在三表法中明确要求，把言论运用于国家刑政，“观

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13]即看其是否与广大人民

的基本利益相符，把是否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利益

需要，作为检验言论真理性的重要评价标准。衡量

发明创造以及科学技术进步与否的重要指标在于

“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14]实践功效的价

值标准，是看其给人民带来的利益。墨子以人为本

的理念表现在要“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15]墨子

从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出发，认为国家应当为劳动者

提供良好的就业大环境，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

益。墨子认为，“为贤之道”是“有利者疾以助人，有

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16]民无“饥者不得

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乱而得治，人民得以

“安生”。[17]墨子指出，尚贤不仅使贤能者发挥其才

能，给国君好的影响，而且尚贤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一

种社会导向，它鼓励人们争当贤者，从而改善整个社

会风气。墨子的“尚贤”主张具有彻底性，认为国家

的贫与富，人民的众或寡，刑政的治或乱，都取决于

贤者是否在位。[18]

二二、、墨家的劳动人权体系墨家的劳动人权体系

在当今世界，劳动者的劳动人权保障成为一个

共同关注的议题，各国也纷纷就保护劳动人权进行

立法，将劳动者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相关的社会

权利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纵观墨家的思想体

系，这些人权保障的内容其都有涉及，体现了墨家学

派超时代的智慧。

（一）生命权

墨子认为，广大劳动人民的生命权神圣不可侵

犯，他告诫统治者：“杀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他

通过说明暴君夏桀、商纣、周厉王、周幽王被“天下庶

民属而毁之”的事例，劝诫统治者应当尊重和爱惜国

民的生命权。

（二）生存权

出身小手工业者的墨子，尤其注重保护劳动者

的生存权。“民生为甚欲”，[19]生存是劳动者的最基本

的要求。在当时，为了保护劳动者的生存权，墨子重

视粮食生产，“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食不可不务

也。”[20]粮食是老百姓生存的凭借，因此统治者要不

违农时，把农业生产看做第一要务。另外，墨子批判

统治者的奢靡之风，批评他们把劳动者的生存权置

之不理，针砭时弊，指出劳动人民有三患：“饥者不得

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21]

（三）经济权

墨子尊重和保护劳动者通过合法劳动创造的价

值，他指出，“入人之场园，取人之桃李瓜姜者”，之所

以“上得且罚之，众闻则非之”，是因为这种行为“不

与其劳，获其实，已非其有所取之故。”[22]所以，这种

行为不仅是错误的，还是不道德的。其次，墨家提倡

在社会利益的分配上，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墨家

的分配理论并非不切实际的空想，也非机械的平均

主义，而是在寻求“效率”与“公平”的平衡点，努力实

现“天下之治”和“万民之利”。

（四）选举权

墨子明确提出平民百姓有权平等参与国家政治

和社会管理，反对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不合

理的划分，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提出的关于选举权

与被选举权的学说。墨子处于一个社会转型的历史

时期，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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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又选择天下之

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立诸侯国君”，“又选择

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为正长。”[23]这样，从天子到

三公，从诸侯到正长，国家官员上至天子，下至正长，

无不是由平民百姓民主选举产生。当选的官员对平

民百姓负责，要做到“为民兴利除害，富贵贫寡，安危

治乱”。[24]

（五）被选举权

墨子对当时贵族政治抨击甚为激烈，认为当政

者以“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25]作为用人

的条件，对于有才德的人反而不重视。墨子主张兼

爱，人人平等，极力反对如此不公且弊害无穷的贵族

政治。他认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

之，无能则下之。”[26]要求统治者打破阶级的局限而

任用贤才，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六）受教育权

墨子将贤士视为立国强国之本，[27]因此尤其注

重人才培养，认为教育的功能是教人“为义”，培养改

造社会的有用人才。教育是社会有机体中不可分割

的重要部分，教育对整个社会以及个人发展都有着

长远的影响。墨子从“救世之乱”、匡救时弊的目标

出发，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道德原则。他认为，

为了实现社会治理的良性循环，必须“尚贤”，通过

“贤良之士”改造社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而“贤良

之士”的培养要通过教育实现，教育是为贤人政治服

务的，因此，必须要依法保护劳动者的受教育权。

三三、、墨家劳动人权思想的现代意义墨家劳动人权思想的现代意义

劳动关系涉及政府与劳动者、劳动者和雇佣者

的关系。劳动关系主体的道德水平以及他们之间关

系的处理都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息息相关。墨子的劳

动人权思想对我们现代社会的发展具有很多可以借

鉴的意义和价值。

（一）墨家劳动人权至上的理念为保护劳动人权

提供价值尺度

墨家的劳动人权至上理念，对于当今社会定位

劳动者以及采取何种态度来面对和处理劳动关系保

护劳动人权，提供了诸多价值尺度。只有我们真正

的意识到劳动人权的重要性对于社会及法治构建的

理论及现实价值，才能以最正确的姿态及方式保障

劳动人权，以实现构建和谐社会、共筑中国梦的宏伟

蓝图。所以这一理念的核心价值在于“至上”二字，

唯有洞悉此二字将劳动人权摆放的位置意为何指，

才能为以后贯彻和执行劳动人权的具体保护制度开

辟平坦之道。因此无论是国家、企业或是其他组织

机构，在制定法律、制度、规章的同时，都要牢牢把握

劳动人权的至上地位，从劳动者的角度出发切实保

护其人权及利益。

（二）墨家的平等兼爱道德理想有利于构建和谐

的劳动关系

在墨学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价值核心是社会的

和谐稳定。在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方面，对墨子的

“兼相爱，交相利”思想的把握与传承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所谓“兼相爱”是针对“别相恶”而言，是指

人们都能够视人如己，爱人如己，相亲相爱，无所偏

私；所谓“交相利”是针对“交相贼”而言，是指人们均

应以对对方有利为己任，互帮互助，共谋福利，反对

争夺。墨子认为，“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

不相爱生也，是以仁者非之”，人与人之间不相爱，就

必然相互伤害，出现“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

贱，诈必欺愚”。[28]这就说到了不同阶级、阶层之间

的关系，集中体现了墨子的平等兼爱的思想理论。

和谐社会就是要构建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

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中华民族与国际社会的和

谐。[29]在劳动关系中坚持兼爱平等的理论，要求我

们将墨子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贯穿于对劳动关系

的妥善处理（包括在矛盾的成因、发展等方面的预防

和剔除），确保社会和谐稳定地发展。

（三）墨家提倡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有利于切实保

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如前所述，墨家思想中特别重视生产、强调劳

动，将生产劳动放在国计民生的重要地位，而劳动人

民是国家的本位和基础。对此，马克思主义也认为

人既是自然的存在物，更是社会的存在物。[30]人的

社会属性的诸多方面，相互影响、相互联系构成了有

机的社会整体。任何社会经济的发展都与人类活动

息息相关。“人的发展是社会的手段，又是社会的目

的；人的发展是社会的结果，又是社会发展的原因。”
[31]因此，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和科学

发展观。劳动关系关乎人的生存权、劳动权、受益

权、处分权、人格权等等一系列的权利保障。贯彻以

人为本，需要国家企业在制定法律和规章制度规范

劳动行为的同时，能够充分考虑劳动者的各项权利，

使得法律规章更人性化，劳动者的诸多权利免受不

法侵害，切实有效地保护处于相对弱势的劳动者这

一共同体的个体利益。墨子“尚贤”、“尚同”的思想

虽然是从政治方面提出的，但是对于劳动关系的处

理还是有借鉴意义的。笔者认为在雇佣者提供劳动

机会时应当保护每位劳动者的劳动权，使其具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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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劳动者相同的劳动机会。而对于企业的人才选

拔制度，尤其是国企，以及国家在选拔公务人员的

时，则应当以墨子的尚贤思想为宗旨，选择真正适合

于特定岗位能够发挥自身最大价值的人才，而不是

以“关系”为衡量尺度。在此，“尚贤”、“尚同”体现着

公平与效益的理念，不仅可以让劳动者发挥自身最

大的价值而使其更好发展确保其生活状况，而且不

易产生抵触情绪并热爱自己的工作。另一方面当我

们选择了在岗位上能发挥较大价值的人才，就是提

高了我们的产值和利润，这使社会整体效益水平也

将随之而有所提高。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墨家的劳动人权理念，代

表了小生产劳动者的利益和要求，具有相当进步的

积极意义。墨家所认识到的劳动人权至上、兼爱平

等、以人为本等理念无论在先秦时期，还是在当今社

会，都具有重要的警示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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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and Settlement Mechanism
of Collective Labor Disputes in Our Country under“New Normal”State

Zhang Guimei

Abstract: Collective labor dispute is easier to lead to mass disturbances, which imperils the safety and stability of society. Under economic re-

structuring and innovation of our country in new normal and under background of diversified labor interest demands, collective labor dispute presents

some new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large quantity, large scale, various forms, diversified demands, strong sense of organization and so on. According

to these characteristics, the solutions to collective labor dispute should emphasize on unblocking appealing channels and playing the role of labor

unions, arbitration and judicial organizations at all levels, in order to reach the aim of being able to negotiate, arbitrate and judge. Currently, the main

ways to build up and improve the settlement mechanism of labor dispute: one is to perfect the legislation of collective contract, improving the domi-

nant position of laborer in contract signing; the second is to play the role of labor union and to promote collective negotiation, which makes labor dis-

pute resolved by conciliation; the third is to propel the arbitration and judgment of collective labor dispute cases and unblock the appealing channels

actively; the last is to clearly confirms the roles of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in labor dispute in order to carry forward the negotiation of labor disputes.

Key Words: New Normal Economy, collective labor disputes, absence and inaction of labor union, third party role of governments, harmonious

labor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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