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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换人”对劳动关系的影响研究
张　颖　张文东  沈阳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悄然来临，全国各地掀起“机器换人”热潮。“机器换人”无疑会在短期内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带来冲击，

进而影响我国和谐劳动关系的体系建设。但这一影响只是短暂的，从长期来看，“机器换人”还会倒逼劳动者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企业与

政府也会促进人力资本投资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强劳动者的博弈力量，从而促进劳动关系走向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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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是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和用工成本优势曾经使中

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然而，近些年来，我国的

“人口红利”趋近消失，一种新鲜的事物“机器人劳动力”出现在

社会各界的视野里。“机器换人”以及即将全面到来的人工智能时

代势必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重要影响，因而也必然会影响我国现行

的劳动关系。

一、“机器换人”对劳动力供求的影响
( 一 )“机器换人”所带来的劳动力需求变化

“机器换人”会带来劳动力用工需求的变化：

一方面，企业会降低对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机器换人”背

景下，以前一些岗位主要是那些跟计算机关联度较高、工作重复性

较大、不需要太多认知能力的工作陆续被人工智能机器人所替代，

从而带来“破坏性效应”，使企业对低技能劳动者的用工需求降低。

另一方面，随着“机器换人”现象的推进，企业会提高对高技

能劳动力的需求。机器人的产生需要科学技术人才的研发与创造，

机器人工作的过程需要有相应的操作人员与管理人员，机器人一旦

出现故障还需要相应的技术人员进行检查与维修。也就是说，机器

人要真正发挥代替人工的作用还需要有其他劳动者主要是从事科技

研发、创造、操作、管理与维修等工作的高层次技术人才的支持与

辅助。因此，“机器换人”现象背后，引入机器人的企业在降低了

对于较低技能劳动者需求的同时还会提高对于高技能劳动力的需

求。

第三方面，从供应链的角度来看，劳动力需求也会发生相应变

化，突出表现为与机器人产业发展相关联的专业性极强的劳动力需

求的快速增长。这些劳动力需求包括对工业数据科学家、机器人协

调员、工业工程师、模拟专家、供应链协调岗位、系统设计、信息

技术、3D 辅助设计、现场服务工程师、销售与服务人员等的需求。

( 二 )“机器换人”所带来的劳动力供给变化

劳动者、企业与政府三方会在“机器换人”现象的影响下改

变自身的策略选择，做出有利于人力资本投资水平提高的安排。从

劳动者角度来看，“机器换人”对于低技能劳动者来说意味着要么

面临失业威胁、要么接受更低的工资、要么就选择进行人力资本投

资从而跻身于高技能劳动者的行列，显然，大多数劳动者会选择后

者；从企业角度来看，“机器换人”之后，企业急需要有负责机器

人操作、管理、维修、检查、数控等业务的工作人员，要解决这一

问题，除了在劳动力市场上重新招聘外，企业也会在自身已有员工

中进行在职培训帮助员工顺利转岗从而满足自己对于高技能劳动力

的需求；从政府角度来看，“机器换人”会带来部分工人的失业问

题，为了避免社会混乱、降低变革成本、顺利地解决低技能劳动者

的再就业问题，政府往往会选择为社会成员创造有利于人力资本投

资的环境以实现人工智能时代的有序过渡。由此可见，三方合力的

结果必然是推动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提高，从而带来劳动力供给结

构的改变，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数量会不断增加。

二、“机器换人”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机器换人”现象发生以后，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一个

新的产业“机器人产业”即将兴起，这不仅会带来生产方式、生产

流程与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而且还会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化。“机

器换人”对于企业来讲意味着固定资产比重的增加，同时还会对劳

动者的技术水平、技术手段及生产工艺等均提出较高要求，从而提

高了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导致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伴随产业结构

升级不断增加。在固定资产比重增大与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的双重作

用下，我国的产业结构发生由劳动密集型为主向以资本、技术密集

型为主的转变，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

三、“机器换人”所带来的劳动关系变化
全社会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会不断提高，导致的直接结果是

高技能劳动者所占比例不断扩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而使

劳动关系发生有利于劳动者变化。一方面，通过人力资本投资，低

技能劳动者不断实现向高技能劳动者的转变，此时劳动者由于技能

的提高而具有了与资本所有者讨价还价的能力，同时由于劳动报酬

的提高而具有了储蓄的基础，储蓄的存在又使劳动者可以在劳动与

闲暇之间进行选择，并有可能更好的组织起来与资本所有者进行博

弈。因此，劳动者的博弈力量会不断增强，劳动关系可以做出有利

于劳动者的调整。另一方面，“机器换人”还会带来产业结构的优

化与升级，固定资本比重的增大，这会使劳动者退出博弈的停产损

失构成对资方的强有力威胁，从而进一步加强劳动者的博弈力量，

有利于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必然是劳动者

博弈力量不断加强，劳动关系不断发生有利于劳动者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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