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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有企业改造无疑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笔,以破产、倒闭、出售、兼并和股份制改

造等手段进行的国有企业改制的意义,不仅将众多中小型国企推向市场,同时排出大量原有人员。大规模

的减员是否遇到了工人们的集体抵抗? 如果存在着集体行动,那么工人们是如何完成集体行动动员的?其

社会动员使用的文化和理念是什么? 本文以国有企业Z厂的一项反对兼并的集体行动为例,分析了工人集

体行动的“框释” （collective action framing）过程,工人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负面经历凸显了他

们对社会主义文化传统的认同,兼并式改革所具有的私有化性质激发了工人们的“主人”观念,加剧了工

人对“共同体”和“家园”的留恋与集体认同。事实上, 工人们意识到自己留恋的、能够提供生存保障

的传统国有企业的“庇护”已经逝去, 但他们可能借助那个时代的文化传统来为其群体利益的实现寻找

合法性和可能性。这种延续着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亦可能改变中国市场化发展的路径。从Z 厂工人集体

行动笔者发现：第一, 相对于主流的市场竞争的意识形态, 工人们对其生活、行动和集体行动的框释更

具弹性, 也更被具体的情境所影响和建构, 更能运用已有的经验和文化传统对其行动做出选择。第二, 

国企工人集体行动的框释可能不同于其他类型的企业。国企工人们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作经历及其社会

主义文化传统, 可能成为促成工人团结的力量, 这种力量不是简单的对社会主义话语的重复, 而是经历

过那个时代的工人们的共同记忆和共同文化遗产。第三, 社会主义文化传统通过工人的集体行动作用于

国企改革的路径或程度。工会和职代会的组织机制为工人集体行动提供了有效的组织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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