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 後 語
近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無論是傳統的製造業抑或新興的互聯網產業，無

不經歷深刻的變革，究竟勞動關係在急遽轉變的環境下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從

學理上該如何把握？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的三篇文章，在既有的勞動過程

理論基礎上，作出不同的理論探索。朱江華峰以製造業靈活用工市場為例，指

出傳統的勞動過程理論根本無法充分予以解說，因此提出從「勞動力市場控制」

的角度出發，理解牽涉多層外包的勞務中介網絡如何主導目前製造業的勞動關

係。隨着共享經濟、平台經濟的興起，國內互聯網勞動研究主要集中在「知識

勞動」和「平台勞動」兩大範疇。梁萌將兩者融合並提出「數字勞動」的概念，

以資本、技術和文化作為分析的維度，推動學理上的進一步探究。鄭廣懷、范

一杰以「監控資本主義」（surveillance capitalism）作為切入點，結合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權力技術理論，剖析勞動控制從確立規範到常態規範的發展趨向，
文章的理論與現實意義均不能忽視。

本期的學術論文欄目，除了續刊陳德軍有關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的徵

糧政策論文（下篇）外，特意選刊兩篇涉及勞動關係的歷史論文。李蔚暄利用

豐富的檔案材料，重構了建國初期國家與工人圍繞《勞動保險條例》上演的一

場博弈。建國前，中共領導上海六大公用企業職工成功爭取優厚的福利待遇，

不過在建國後推行《勞保條例》時卻損害到職工的利益；在條例實施過程中的

曲折進退，在在反映出國家與工人之間既複雜又敏感的利益分歧。張寧以江西

雲莊村作為案例，探討上山下鄉運動時期知識青年與農民就工分問題發生的利

益衝突；在廣泛應用知青日記、勞動手冊以及相關檔案的基礎上，細緻考察來

自上海的知青在農村發生的思想轉變，如何經歷從「掙工分」到「爭工分」。

由於錯綜複雜的歷史原因，中國東北地區一直以來被塗上一襲襲繽紛多姿

的地緣政治底色，教人目不暇給。林曉萍的綜述文章評介了1970年代以來中
日學界有關近代東北殖民史書寫的情況，呈現了「東北」與「滿洲」敍事之間的

張力；該文恰好為魯明軍介紹的「中東鐵路」藝術創作計劃，提供了深度的東

北歷史背景導覽。

敝刊創刊編輯委員、史學泰斗余英時教授於8月初遽然離世，《二十一 

世紀》同仁深切哀悼。余教授三十年來為敝刊寫下不少重要文章，近年《余英

時回憶錄》出版之前又惠允敝刊率先連載部分內容；2020年更特意為敝刊三十
周年紀念特刊親題賀詞。余教授的支持與厚愛，敝刊同仁銘感於心。陳方正 

撰文緬懷與余教授相交近一甲子的因緣，並將其歷史研究與中國評論的「兩個

世界」娓娓道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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