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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是人们与周围自然界之间相互作用
的过程。18世纪末产业革命的兴起使人类的
劳动无论在内容上、范围上，还是在方法上，

都有了空前的拓展。然而现代科技的进步，又

促使人们对劳动的研究由自然走向社会，并
结合成一 定的关系进行系统的研究。千是，传
统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急剧地分化重组，
新兴学科不断出现。 如从经济学中独立出劳

动经济学，由社会学分化出劳动社会学，及劳

动法学、劳动心理学、劳动美学、劳动保障学
等等。 各学科对劳动领域的研究都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成果。由于生存环境、研究对象及成
果运用的相近，加之劳动活动是一个不可分
割的统一体，其不同角度的研究客观上存在

着内在的联系，这些分支学科共同组成了 一

个劳动学科群。 相对独立的劳动学科和比较

完整的劳动科学体系的形成，不仅促进学科
的发展，而且对实践更具指导意义。

显然，劳动科学以人们的劳动为研究对

象，应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从劳动要素运动过
程中把握人类劳动规律，提高劳动有效性，推

进人类社会进步发展。劳动科学体系的出现，
使人们对劳动的研究更系统、更完整。劳动科
学运用现代科学中各个基础学科对劳动的专
门化研究成果，将劳动间题研究得更深入、更
透切、更细致，这有助千增加解决劳动问题的

力度。 劳动科学把对人的研究推到最重要的
位置上，对劳动力的研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

社会效果。劳动科学特别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宏观结合微观，并强调个案分析、系统研究、
综合运用。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使

劳动研究贴近生活、切合实际、卓有成效。

劳动科学体系的范围相对其他学科体系
来讲要宽得多。 因为劳动不仅是不同人的积
极参与和各种物的有机结合，同时表现人和
人之间各种复杂关系的组合，因而对人的自

身间题的研究是相当重要的。如劳动生理学，

就是研究劳动机体的生理状况、劳动能力与
劳动关系、生产过程中与人相关因素的存在
或变化对劳动者产生的影响等，以保护和促
进劳动者的身心健康，提高劳动生产率。 同
时，劳动科学还研究如何在一 定劳动条件下
将生产要素的配置与组合调节到最佳状态，

以减少消耗，减缓疲劳，消除劳动所带来的生

理负效应；如何运用劳动机体的适应规律，使

其对作业产生正常的动力；如何在劳动过程
中正确运用劳动者生命活动的内在节奏即

“生物钟 “，以取得最佳效益等。将劳动力生理

分析、劳动消耗、劳动能力恢复、劳动体能发

挥极限等研究成果进一步应用到劳动活动中
去，并作用其它学科，推动劳动科学的发展。

人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所具有的精神世
界。 劳动科学中对劳动心理的研究是很恰如
其分的。不同人具有不同个性，而个性差异使
劳动者在劳动活动中各得其所、各显神通。诚

然，诸如劳动知觉、劳动兴趣、劳动态度、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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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劳动能力及适应程度、定势、挫折、沟
通、心理承受、心理平衡等研究，都将对调动
劳动者工作积极性、提高劳动效率、实现有效
管理等产生积极的作用。 同样，马斯洛的“需
要层次论气赫茨伯格的“激励学说气勒温的
“情景力学气梅约的＂霍桑实验 ”等心理分析
理论给劳动科学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很好的
理论依据。

但问题是劳动中人的心理状态是体内环
境和外部环境相互联系、影响的结果，并以一

定的社会关系作用千一定的劳动过程之中。

千是劳动社会学作为分支学科进入劳动科学
领域。劳动合作、劳动竞争、劳动制度、劳动控
制等研究给劳动带来了生气、活力；劳动冲
突、劳动代沟、劳动力流动等现象更是以事物

发展的对立统一规律给劳动力的协调发展提

供理论依据。 劳动科学研究注意到劳动者的
年龄、性别、智力等结构对劳动组织和劳动生
产的影响。 它认为现代社会中劳动者和劳动

对象的结合不是随机的、机械的和被动的，而

是一种人择职业、职业择人的生动局面。每一

个人都以自己的专长寻找理想职业，这就是

社会进步的一个侧面。 同时，职业的社会功
能、社会声望和社会评价，使人在劳动过程中
的社会角色更丰富，更具有情理，也更有价

值，使人的社会化过程顺利进行并逐步完善。

同时，我们看到韦伯的“科层制”、派森斯的
“ 结构—一功能“、法约尔的“社会管理”等理

论，为劳动科学研究劳动提供广阔的社会空
间和产生很好的社会效益。

人们的劳动实践过程是相当的艰难，劳

动科学还包括劳动伦理的研究。恩格斯说过，

任何社会进步都是以道德伦理为基础。 劳动
伦理学研究劳动中的有关道德关系及道德间

题，并对劳动者的劳动过程赋予社会行为规
范的内容，科学把握人们劳动关系的基本特
点、发展规律和人与环境的结合，引导劳动者

努力劳动。通过对劳动伦理的研究，劳动科学
给我们启示：劳动不仅创造了人，也确立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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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体地位；劳动尺度本身是外界提供的，但
却是入的一 种自我实现；因而劳动是人类自
由得以实现的主要途径。同样，劳动科学认为
劳动是人类幸福的最基本的条件。 因为劳动
是人的创造力得以充分发挥的实践形式，也
是确证人的本质力量，使之产生幸福感的对
象性活动。 劳动伦理学对劳动的充分研究为

劳动科学作了价值取向的劳动伦理规定。j该 ＿

规定将劳动的价值体现于：为社会做出贡献

和充分发挥才能。 这一伦理规定不仅体现了

社会与劳动者之间相互要求与相互承担的责
任，而且揭示了劳动者价值实现的内在要求
和外在条件。最后，劳动伦理研究提请劳动者
遵守一定的 “职业道德＇＼要“诚实劳动“，讲究
“劳动道德 ＇＼倡导 “道德义务”，树立“道德理
想”等，使劳动质扯显著提高，劳动意义更为
深远。

劳动力始终是劳动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
象。劳动科学体系运用经济规律，采用劳动力
系数、劳动力负担系数、劳动力消耗系数及劳

动力数量动态指标等对劳动中的经济问题作

科学研究，从而更好地利用经济杠杆，制定经
济政策，提高经济效果和经济效益。 其次，对
劳动力管理、劳动计划管理、劳动定额定员管
理等也作了系统的研究。 此外还有劳动组织

学、劳动管理学、劳动行为学、劳动保险学、劳

动报酬学及劳动法学、劳动美学等。这些分支

学科群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成
了劳动科学体系。

劳动科学体系庞大、学科丰富，是一个结

构相当严密，功能相当齐全的学科群。它遵守

客观性、实践庄相关性、效率性、发展性的原

则，辩证地、系统地、科学地研究理论和指导

实践。 应该说劳动科学的研究在我国还只是
刚起步，研究人员和资料相当缺乏，其研究领
域存有相当的空白点，但劳动科学的研究价
值巳为社会各界所注目。 随我国改革开放的

进一步推行，劳动科学的研究将大有用武之
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