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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卡尔文·柯立芝的劳资理念及其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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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约翰·卡尔文·柯立芝劳资理念的形成与其亲身经历及美国的新教传统等密切相关。卡尔文·柯立芝劳资

理念的主要内容就是国家维护劳工追求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权利，通过国家的经济发展来促进福利事业的发展，以

法律法规作为导向协调劳资关系，切实提高人的素质，坚决维护公共安全。这种劳资理念及其实践，影响了美国

政府以后处理劳资纠纷的方式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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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卡尔文·柯立芝(John Calvin Coolidge)出生

于 1872 年，1895 年开始步入政坛，任北安普顿邮政
局长，1918 年～1920 年当选马萨诸塞州州长。他在
1920年～1923年任美国副总统，1923年～1929年任
美国总统，[1](1−31)这一时期恰好是美国历史上咆哮的

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也是美国历史上经济的
繁荣时期。资方和劳方之间的劳资关系作为经济和社

会发展中很重要的一种关系，它影响着工业生产，甚

至影响社会安定，进而影响国家安全，所以自资本主

义机器大工业时代以来，各国政府都积极探索处理本

国劳资问题的方法。卡尔文·柯立芝从政时期，既是

美国工业进入高速发展的现代化时期，又是社会问题

层出不穷的时期，卡尔文·柯立芝的劳资理念就是在

这一时期得以形成并付诸于实践。 
 

一、卡尔文·柯立芝劳资理念的 
历史渊源 

 
关于个人和公共事务的基本观点，卡尔文·柯立

芝首先受到了其父亲约翰·柯立芝(John Coolidge)的影
响。他的父亲具备典型的新英格兰人特征——“憎恨所
有浪费的行为，且认为浪费是一种道德错误”。[2](18−22)

这种家族传统深深地影响了卡尔文·柯立芝的劳资理

念。卡尔文·柯立芝继承了佛蒙特祖先的优秀品质： 
“朴实、敏锐的思考力、节俭、沉默寡言和幽默感”。
这使得卡尔文·柯立芝非常注重思考社会问题，并找 

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学生生涯中教师们的政治思想对于卡尔文·柯立

芝劳资理念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黑河学院

(Black River Academy)教师西塞罗(Cicero)的政治观点
对卡尔文·柯立芝政治思想的塑造起了比较大的作 
用。西塞罗持温和的政治观点，认为“法律和尊崇传统
可以维护社会稳定和自由”。 [2](29)这就奠定了卡尔

文·柯立芝执政时期注重运用法律规范劳资关系，支

持企业的自由经营，并鼓励企业探索维护劳资和谐的

方法。在阿姆赫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这所著名的
大学里，他也深受教师们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哲学教

师查尔斯·加曼(Charles Garman)思想的影响。在以后
的从政道路上，卡尔文·柯立芝也经常拜读加曼的著

作，并从这些哲学书籍中汲取政治智慧。加曼认为“历
史就是人类和个体为了实现进步同反对势力进行斗争

的历史”。加曼在课堂上强迫学生独立思考问题，在给
学生的信中也提到：“一个人如果他认为自己十分完
美，那么他就应该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2](38)加曼认

为品质、诚实、进步和基督信仰非常重要，这种信仰

几乎影响了卡尔文·柯立芝一生的政治理念。 

卡尔文·柯立芝还深受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影 
响，他支持在资本主义体制架构下劳工的人权和社会

正义的持续进步，以致于当时他被认为是共和党内的

“进步派”。卡尔文·柯立芝还是一位虔诚的新教公理

会教徒。新教教义中原罪说等信仰使得卡尔文·柯立

芝将公共服务作为他一生的工作。1924年 7月 25日， 
                                  
收稿日期：2010−12−17；修回日期：2011−03−01 
基金项目：华东师范大学海外研修基金资助 
作者简介：周余祥(1981−)，男，山东潍坊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

20世纪世界史. 



第 2期                                       周余祥：试析卡尔文·柯立芝的劳资理念及其实践 

 

19

 

 
卡尔文·柯立芝在一次总统演讲中说：“如果没有神  
的力量持续地影响我们的信仰，我们也许没有什么信

仰。宗教信仰是一种巨大的动力。如果一个人有深厚

的信仰，坚信生命是非常重要的，做好本职工作是永

恒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他很可能抓住他所有

的机会。”[3](67) 
 

二、卡尔文·柯立芝劳资理念的内容 
 
卡尔文·柯立芝劳资理念的内容包括通过国家经

济和社会发展来积聚社会财富，促进企业的发展壮大，

不断提高劳工的素质和生活水平；引导和支持劳工追

求公平和正义的正确渠道，用法律法规规范和指导劳

资关系达到和谐；运用一切有效手段坚决维护公共利

益，维护公共安全；通过企业和国家的共同努力和探

索，逐步推进全社会的福利事业。 
其一，卡尔文·柯立芝的劳资理念认为处理劳资

问题最有效的手段是国家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只有

国家经济繁荣了，劳工才会有持续增长的工资，企业

家才会有巨大的利润，政府才有能力采取措施改善劳

工的工作环境等。柯立芝说：“我们依靠商业和工业的
繁荣不仅能够创造财富，而且还能够解决财富再分配

的问题。无论谁都要对公司做贡献，不管是劳方还是

资方，这样人们才能够得到雇佣并获得持续增长的现

实工资。⋯⋯这不能够通过法律完成，也不能够通过

公有制完成，更不能够通过社会主义完成。当你否认

创造利润的权利时，你也就否认了获得报酬的权  
利。” [3](127)而国家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消费的持续增长，

消费的增长也离不开劳工工资的增长。因此，柯立芝

的劳资理念主张提高劳工工资，鼓励大众消费。 
其二，卡尔文·柯立芝劳资理念的核心是国家要

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精通法律的柯立芝深信:社会需
要法制来维护，社会需要正义和公正；只有这样，社

会才会为公众谋福利并走上一条良性发展的轨道。正

如柯立芝自己所言：“让正义和经济法更加彻底地实
施；但对于弱者来说，不仅仅用养老金来救济，而且

必须重建仁慈和宽容。这就是公正。”[3](92)为了推行社

会的公正，他坚决维护女工和童工的利益，为他们提

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柯立芝任州众议员期间支

持要求雇主实行劳工六天工作日的立法，投票支持限

制妇女和童工工作时间的议案，支持学生票半价的议

案等。柯立芝任州参议员期间，兼任仲裁委员会主席，

负责调解劳资关系。柯立芝坚持公正和公平的原则，

成功地调解了美国毛织品公司劳伦斯女工因公司削减

其工资而举行的罢工，最终的仲裁方案是“劳工工资上
涨从 5%调到 25%，不歧视重新雇用的纺织劳工”   
等。[4](46)1919年 9月 1日，马萨诸塞州州长柯立芝明
确指出：“我们政府的目标就是保护弱者，帮助他们变
成强者。”[3](78)柯立芝任总统期间，在国情咨文中更是

明确提出在联邦管辖范围之内通过宪法修正案的形式

明确禁止童工和实行女工最低工资。柯立芝虽然支持

劳工享有追求公平和正义的权利，但他明确反对危害

公共安全的罢工，尤其是反对维护公共安全的雇员进

行罢工，因公共安全涉及到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公

私财产安全。甚至可以说，柯立芝认为公共雇员没有

罢工权利。正如在波士顿警察罢工期间，柯立芝州长

曾说道：“在危害公共安全的前提下，任何人在任何地
点任何时间都不享有罢工的权利。”[3](148)当时的美国

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对于此问题有
更犀利的观点：“一个大城市的警察进行罢工，让城市
处于暴徒的怜悯之中，这是反对文明社会的犯罪行

为。”[2](141) 
其三，卡尔文·柯立芝劳资理念的精髓是维护劳

资之间的和谐关系。为了维护劳资相对和谐，柯立芝

支持实行全社会的福利计划，也支持劳工参与企业的

管理，鼓吹美国社会没有阶级。在柯立芝的政治理念

中，所有的美国人都是平等的，所有的美国人都是兄

弟姐妹。1919 年 11 月 4 日，在柯立芝再次当选州长
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说：“企图诉诸于阶级偏见的方法
失败了；马萨诸塞州的人首先不是劳工、警察、工会

会员、穷人、富人或者其他阶层的人，他们首先是美

国人。”1920年 7月 27日，柯立芝又进一步地阐释说：
“美国社会没有阶级，更没有资方和劳方的阶级差别，
美国社会只有职业和身份的不同。所有真正的美国人

应该是彼此努力地工作，相互交换体力和智力劳动的

成果。我们的资本主义就是相互付报酬与得报酬，相

互服务与被服务。”[3](47)因此，柯立芝始终认为社会福

利是不能够减少的，因这些福利资金能够帮助拥有幼

小儿童的母亲，支撑穷人、精神病人和体弱多病者。

柯立芝还鼓励美国企业与劳工建立一种沟通渠道，同

时他也支持通过立法等手段不断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

水平。这有利于解决劳资纠纷，促进企业的正常发展，

也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1919年 9月 8日，柯立
芝在参加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一次集会时重申：“劳工拥
有分配和享受公平工资的权利。”柯立芝进一步地阐释
说：“人类的劳动永远不再是廉价的，赞许劳工在管理
中的角色，劳工应该在未来的商业管理方面提供良好

的建议并促进坦率的公众观点”。[2](136)柯立芝认为资

方应该进行人性化的管理，不能为了一己私利而强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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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1920年 1月 8日，柯立芝在州长就职典礼上说：
“企业必须是人性化的，不是破坏性的。企业一定是一
种工具，不是自私的，而是服务型的。”[3](90) 
 

三、卡尔文·柯立芝劳资理念的实践 
 
在任州长及总统期间，卡尔文·柯立芝将自己的

劳资理念付诸实现，有效地缓解了社会矛盾。其典型

事例如下： 
(一) 坚决镇压波士顿警察罢工 
第一世界大战之后，波士顿警察迫于生计，要求

增加工资和改善住宿条件等。波士顿警察遭到拒绝后，

他们威胁进行罢工和组织工会并要求成为美国劳工联

合会的一个分支机构。当时波士顿市长安德鲁·彼得

斯(Andrew Peters)紧急任命了一个城市委员会来进行
解决。城市委员会和警察代表最后达成了一个协议：

“除了不允许波士顿警察成为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分部
外，其他的要求原则上都同意。”[2](135) 
但在 1919 年 9 月 3 日，波士顿市警察局长埃德

温·U·柯帝士(Edwin U. Curtis)否认波士顿警察有组
织工会的权利，并于 9月 8日撤销了工会领导者的警
察职务。于是“1 554名中的 1 117名波士顿警察在 9
月 9 日走上街头罢工”。[2](139)失去了法治的波士顿街

头发生了零星暴力事件和骚乱：“许多市民在路上遭到
抢劫，住户的玻璃被打碎，果树被推倒等”。[4](89)这使

得波士顿的民众失去了保护，这也就危害了城市的公

共安全。许多志愿者，例如中年商人、学生和热心的

家庭主妇还有其他行业的人都加入到维护城市秩序的

行列，但是城市仍然处于无序之中。例如，30个年轻
人去了一家饭店，吃完饭后拒绝买单；一伙南波士顿

暴徒们从一家商店中偷了一个保险箱，并将其拖到街

道上，结果他们发现保险箱是空的，然后就大摇大摆

地从中央街道离开等。“波士顿因此付出了高昂代价，
破坏价值高达 34 000美元”。[2](140) 
在这种情况之下，柯立芝州长发表了一个声明：

呼吁民众支持政府，调动国民警卫队维持秩序，声称

掌控波士顿警察力量。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柯立

芝认为这次罢工是“抛弃”的行为，并且他完全支持波
士顿市警察局长柯帝士。柯帝士随后拒绝了罢工警察

重新工作的请求，并招募新的警员尤其是退伍士兵代

替原来罢工警察的空位。美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萨缪

尔·龚帕斯(Samuel Gompers)将此种事态归咎于柯帝
士。龚帕斯给柯立芝州长写了一封电报，声称：“波士
顿警察罢工不是一个法律和秩序的问题，而是未经授

权的警察局长的专制权力的获得是被您任命的，其不

对波士顿人民负责。无论发生怎样无序的事态，那都

是由于柯帝士局长否认了警察的权利，这种权利在此

之前从来没有被质疑过。”但当时柯立芝州长在 1919
年 9月 14日给龚帕斯的电文却有不同的思路和语气：
柯立芝否认了对于柯帝士的任命，仅是拒绝撤销其职

务；他特别强调波士顿警察工会远离了他们的职责，

这种行为被当时的威尔逊总统称之为反对文明的犯罪

行为；并说：“您对于警察局长犯有错误的断言并不能
让城市失去保护这一错误行为进行辩护。这给犯罪分

子提供了行动的机会”；尤其是下面的话语道出了当时
公众的心声：“在危害公共安全的前提下，任何人在任
何地点任何时间都不享有罢工的权利。”[2](143−144) 

因一战之后美国资产阶级的思想宣传，美国民众

对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极大的红色恐慌，民众也希冀

和平和安全，所以柯立芝的做法和理念得到了美国民

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尤其是美国共和党内各派的支

持。这样，柯立芝调动了所有的社会力量，镇压了波

士顿警察罢工。当时美国各地报纸都积极评价柯立芝

的做法，称赞其行为结束了波士顿的无序并捍卫了波

士顿的法律尊严。其中《纽约世界报》评述道：“波士
顿罢工警察不能够立刻得到他们的要求，于是他们转

变成了城市的暴徒。这个事件是典型的幼稚复仇和自

私怨恨的例子。由于柯立芝州长的勇气和坦率的演讲，

使得大众的头脑变得清晰了。”[2](144)从维护劳工利益

的角度来看，柯立芝的做法肯定激怒了美国的劳工组

织；但从维护城市公共安全的角度来看，柯立芝的做

法理所当然地得到了波士顿市民的强烈拥护和支持。 
(二) 支持和签署 1926年《铁路劳工法》 
美国将铁路问题视为关系其公共安全的重大问

题。1916年，威尔逊政府曾督促国会通过了《亚当姆
森法案》(the Adamson Act)，规定铁路劳工的每天工
作时间是 8小时，这是联邦政府第一次干预私人企业
的劳资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根据 1920年《运
输法》(the Transportation Act)，铁路由国有又转归私
人所有，并设立由 9名委员组成的铁路劳工委员会处
理铁路劳资纠纷。 
但是到 1923年底，原来的铁路劳工委员会已经不

起作用了。当时的委员会主席前田纳西州长共和党人

本·胡珀(Ben W. Hooper)已经将委员会推向了和铁路
兄弟会对抗的状态。[5](77)这就背离了设立铁路劳工委

员会的初衷。这一问题也逐渐政治化，成了总统竞选

的议题。1924年总统竞选期间，美国两大政党都提出
了关于铁路劳工问题的改革法案。民主党的改革法案

认为：“1920 年《运输法》中的劳工条款已经被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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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够解决资方和劳工之间的矛盾。因此，国家需要

重新制定一部法案，以便达到公共福利的最高目的。”
共和党的改革法案认为：“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条
件，现在关于劳工委员会的条款需要加强。集体谈判、

调解和自愿仲裁是维持劳资和谐的最重要方式，这需

要进一步地加强。”[6](2) 
担任总统后的卡尔文·柯立芝非常关注这一问题，

因其涉及到美国的公共安全和公共福利问题。在 1923
年、1924 年和 1925 年给国会的咨文中，他都着重提
到铁路劳工问题。如“解决铁路劳工的劳资纠纷问题是
公众关注的重大问题。铁路劳工委员会已不能够全部

解决关于公众、劳工和资方之间的问题。如果关于这

一问题能够达成协议，应该毫不犹豫地将该协议进行

立法。”在 1924年，他说：“已经有许多对于《运输法》
中关于铁路劳工部分的批评，应该将实践中有效的方

案变为修正案的一部分。如果有一个计划能保持实践

中的集体协商和自愿仲裁，将铁路劳资关系简单化，

并照顾劳工和资方的利益，那将是非常有用的。” “这
种法案必须认识到公众享有不间断运输服务的权利，

因铁路劳工纠纷问题而导致运输服务中断，那将会给

整个民族带来巨大的损失。” 
1926年 1月 7日，铁路资方和劳工的代表非正式

地告诉柯立芝，他们已经达成了一个法律草案并表现

出将代替 1920年《运输法》中的第三部分。1926年 1
月 8日，在美国的参众两院各政党达成了一致协议。
在国会举行的听证会上，铁路劳工和资方都支持，美

国城市联盟的董事会主席也支持。美国铁路短线联盟

发表了一个声明：不反对将该建议变成法律。该法案

要点如下：“由总统任命 3 名成员组成国家仲裁委员
会，但其中不得多于 2名同一政党成员；铁路劳工和
资方都应该尽力维护这一协议；所有的铁路劳资纠纷

双方都必须首先进行自我协商，如果不能够达成协议，

那么就直接由政府任命的仲裁委员会来进行仲裁；若

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失败的书面声明 30天之后，双方
可以进行自我救助，例如铁路劳工可继续进行罢工；

但如果仲裁委员会不能够解决的纠纷又严重影响了州

际贸易，该委员会必须告知总统，总统可援引该法案

紧急规定自由决定任命一个紧急状态委员会进行调

查，紧急状态委员会在 30 天内完成调查并向总统汇
报。在紧急状态委员会提交给总统报告之后的 30 天
内，即启动紧急状态程序的 60天内，任何一方都不能
擅自采取激化劳资纠纷的措施”。[6](3−4)该法案和《运

输法》相关法案相比，不仅扩大了保护公共利益的力

度，而且有利于商业运输的畅通。1926年 5月 20日，
美国正式颁布实施《铁路劳工法》(the Railroad Labor 

Act)。 
1926 年 5 月 25 日，柯立芝在写给国会代表的信

中说道：“他非常高兴国会提出关于 1927年美国铁路
劳工仲裁委员会的拨款议案，这有利于该委员会执行

《铁路劳工法》的相关条款；也有利于该委员会处置

资方和劳工之间的相关劳资纠纷等。”该拨款议案规
定：“铁路劳工仲裁委员会的 9名成员和委员会秘书的
薪俸是 95 000 美元，除了复印之外的行政费用是   
180 220美元，复印费用是 10 000美元，共计 285 220
美元”。[7](1−3)这批巨大的拨款是柯立芝签署 1926年《铁
路劳工法》影响的结果，这也说明柯立芝政府在试探

性地长期解决铁路的劳资问题。 
1926 年《铁路劳工法》，即 1926 年沃森·帕克

法案(Watson-Parker Act of 1926)，最早应该来源于
1888年的仲裁法令(the Arbitration Act of 1888)。它支
持集体谈判，是哈里·马科·多尔蒂(Attorney General 
Daugherty)方案的技术退却。但在许多年之后，当调
解和仲裁失败的时候，该法案的缓和步骤防止了劳工

罢工。[5](77)这是对黄狗合同(Yellow-Dog Contract)中禁
止雇员参加工会的一次法律否定，这也说明柯立芝政

府对于铁路劳资问题向谈判政策的转变。《铁路劳工

法》不仅在联邦一级将涉及铁路劳工的问题规定了不

同的处理程序，而且也是铁路兄弟会保护他们权利的

有力保障。自颁布之日起，铁路劳工就以《铁路劳工

法》为武器，开始和资方的进行和平协商。在 1927
年，第一次通过《铁路劳工法》仲裁解决，“在 59条
路线中 31 000名铁路劳工工资上涨 71/2%，资方将每
年增加 5 000 000美元的工资”，这也是自 1907年以来
的铁路劳资问题第一次仲裁解决。[8](1) 

(三) 支持早期福利资本主义的尝试 
卡尔文·柯立芝在关注经济问题的同时，也在关

注美国社会问题，支持美国早期的福利资本主义，以

保持美国社会的相对和谐稳定。 
美国人在感受汽车消费带来的益处时也经历着伤

痛。在这一时期，汽车交通事故频繁发生。以 1928
年为例，“在意外事故中有 23 600人死亡，其中包括
10 000儿童死亡，700 000人受伤，财产损失达到 10
亿美元”。[5](97)这就促使柯立芝政府协调美国公共卫生

服务机构和补偿委员会以便进行合作。经过联邦政府

相关部门对于资金问题的认真努力，补偿委员会已经

有能力利用公共卫生服务的救助站，并且通过政府医

疗组织，受益人的比率已经大大提高了。[9](9)这就有利

于受伤劳工得到及时有效地治疗，并避免不必要的事

故发生。某种程度上说，联邦政府已经介入并协调了

美国公共卫生服务，这也是公共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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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方和劳工进行斗争的过程之中，资方逐渐发

现通过削减工资或者解雇等方式并不能够给资方带来

长久的利益；相反，一些大企业实行了有利于企业发

展的福利资本主义措施：住房津贴、退休金、保险金、

股票分享、娱乐服务、医疗服务和教育津贴等。例如，

根据 1919年劳工调查局的数据，“通过对 431家企业
的调查显示：375家有医疗项目，265家有医院设备，
75家有退休金计划，80家建立了伤残补助计划，并且
152 家为他们的劳工建立了娱乐设施”。[10](237)这些措

施不仅阻碍了美国劳工运动的发展，而且减少了劳工

的罢工机率。 
资方实行福利资本主义的主要方面就是发展劳工

对资方的忠诚。在吸引措施方面主要有：“创立与劳工
利润分享的计划和提供给劳工公司股票。如果劳工离

开原来的企业，劳工的保险金和抚恤金将会被罚没。

同时，福利的覆盖范围也扩大了，例如，企业住房，

运动俱乐部，医院，食堂，家庭杂志，等等”。[11](146)

随着电力的广泛运用和企业效率的提高，劳工的工资

也逐步提高了，工作时间也逐渐减少，劳工越来越感

受到企业和社会发展的益处。例如当时的福特公司最

早实现每天最低工资5美元的标准和每周5天工作制。 
在一定程度上说，正是由于柯立芝政府有效的经

济政策和劳资政策，美国经济在 20世纪 20年代才保
持了持续的 “繁荣”状态。美国企业在这一时期也具备
了强大的资金实力，福利资本主义也达到非常繁荣的

程度：“工人们住在企业的房子中，接受企业医院医生
的护理，参加企业的学校和企业的娱乐活动，购买企

业的股票，企业实行企业工会代表制。”调查者发现，
“1926年在美国的1 500家大型企业中80%的企业至少
实行了一种福利资本主义,并且 50%的企业有自己全
面的福利体系。至少 4 000 000劳工参加了福利资本主
义的实践”。根据劳工统计局的调查，“仅 190 家企业
就花费高达 14 000 000美元的福利资金，最低的是织
布企业每位劳工 14美元，最高的是制鞋企业每位劳工
67 美元。福利资金的平均水平是每年每位劳工是 27
美元，或者是企业劳工平均年收入的 2%”。[12](28)柯立

芝政府也积极支持和实践公共福利政策。1928年，“联
邦和各级政府在在公共福利上花费了 500 000 000美
元”。[5](96) 
早期的福利资本主义虽然没有覆盖到美国的整个

社会，在 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中大部分企业被迫
中断实施，但是它却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美

国劳工的罢工机率大大降低，企业获得了相对稳定的

劳工队伍，美国社会也趋于稳定。另一方面，美国企

业和劳工建立了一种协商渠道，劳工将自己的不满和

要求通过劳工代表和资方进行协商，这就初步建立了

劳资协商机制，引导了劳资关系的健康发展，避免了

激进事件的发生。 
 

四、卡尔文·柯立芝及其 
劳资理念的影响 

 
卡尔文·柯立芝作为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

从主政一方的马萨诸塞州长成长为美国总统，持续地

促进了美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应该是作为经济利益

促进者的政府成功领导者。虽然有的学者不赞同柯立

芝政府的一些政策，甚至认为是其政策最终导致了

1929～1933年美国经济大危机的到来，但我们不能否
认其理念和政策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在柯立芝劳资理念及其政策

的影响下，美国经济保持了持续的繁荣和发展，劳工

也分享了经济繁荣的成果。这一时期劳工的工作效率

倍增，劳工的工资持续增长，劳动时间变短，失业率

减少。“以 1914年为基线，劳工的工资在 1921年增长
了 8%，在 1922年增长了 13%，在 1923年增长了 19%。
在以后的两年时间里，工资水平继续保持，然后又增

长了，在 1928年增长了 32%。工作周从 1920年的 47.4
小时下降到 1929年的 44.2小时。⋯⋯失业率在1923～ 
1929年一直保持在低于3.7%的水平。这相对于1911～
1917 年 6.1%的失业率来说，对于劳工确实是一个相
对繁荣的时期”。[5](73)然而当时美国农业却持续萧条，

国会中的农业集团企图通过立法来改变农业的不景

气，他们推动国会两次通过了救济农业的麦克纳里—
豪根法案(McNary Haugen Bill)，但都被柯立芝否决
了。柯立芝的这一决策不仅节省了联邦开支；而且从

经济上引导更多的农业劳工离开原来的农场迁移到城

市中去，从而促进了这一时期的人口迁移运动，这也

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劳工，同时也促进了美国

城市化的进程。但柯立芝并没有停止思索，而是非常

警觉地号召国民引入长效机制，避免危机的发生。 

卡尔文·柯立芝的劳资理念及其实践是即将到来

的联邦主导劳资关系时期的前奏，这为以后美国政府

尤其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时期的劳资立法积累了

经验。柯立芝一方面鼓励企业自行实践劳资关系和谐

理念，另一方面也鼓励劳工提高自身素质，在法律许

可的范围内诉诸他们的要求。卡尔文·柯立芝的劳资

理念是基于美国社会现实形成的劳资理念，是符合美

国实用主义精神的。柯立芝本人经过思想转变，找到

了解决劳资问题的有效方法。柯立芝由试图修改法律

以使禁令不被诉诸于劳资问题转变为督促企业有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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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以确保劳工有稳固的和相对公平的工资，而不是专

注于劳工与资方产生的纠纷。[2](69) 
卡尔文·柯立芝的劳资理念反映出美国统治阶级

已经把劳资关系提升到影响国家发展和安全的程度，

努力将劳资关系相对和谐化。此后，美国历届政府从

没有放弃过协调劳资关系，通过博弈将处理劳资关系

的方式和方法引导到法制化的轨道上。卡尔文·柯立

芝的劳资理念也反映了美国统治阶级已经回归到政治

常识，认真履行资本主义国家的职能，充分发挥国家

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自主性原则，重视公民的

权利保障，维护城市的公共安全。卡尔文·柯立芝的

劳资理念也积极鼓励大众消费，因为消费是推动生产

力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随着消费的增长，再

生产才会持续，社会才会继续发展。这也为以后的社

会发展提高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我们站在今天的高度重新认识卡尔文·柯立芝的

劳资理念，尤其是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理念，以

经济发展作为引擎，法律制度作为保障，引导企业的

社会责任，逐步推进福利政策，用非暴力的方式协调

劳资关系的相对和谐发展，坚决维护公共安全，追求

人格的完美塑造，值得我们深思。1936 年，《铁路劳
工法》进一步扩展到美国航空业，直到今日该法继续

为劳资双方提供一个均衡博弈的法律框架来解决劳资

问题，这就是一个说明卡尔文·柯立芝劳资理念影响

深远的最好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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