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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研究思路是：从政府干预劳动关系的正当性及其基本模式出发，通过分析我国劳动政策发展中
的政府理性，得出和谐劳动关系是我国劳动政策设定的劳动关系运行的目标模式——这一基本判断。
所谓和谐劳动关系是经过制度调整后所形成的劳资信赖与合作的秩序。
和谐劳动关系法律保障机制是以劳资信赖所产生的劳资合作秩序作为既定的目标，其基本构造是以劳
动合同制度、集体合同制度、劳动基准制度、劳动监察制度以及劳动争议处理制度为主干，依靠劳资
合意的市场理性驱动劳动关系主体行为，以此造就劳资信赖的基本秩序。
本文以这样的法律调整机制作为“应然性”的参照物，通过考察我国劳动法律制度体系的基本构造和
它们各自对我国劳动关系运行的制度功能，分析它们与和谐劳动关系的目标秩序之间存在的功能性冲
突，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一我国和谐劳动关系法律保障体系存在着功能性失调的机制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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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主题的提出和研究视角　　二、主题的提出与研究视角　　1．主题的提
炼与界定　　根据前述法律机制的构成要素，对于法律机制的考察首先应当确定机制所要形成的目标
秩序。
劳动关系的基本秩序，从建构的角度讲与政府的劳动政策目标息息相关，换言之，政府劳动政策确定
了劳动关系运行模式，它所设定的劳动关系秩序将是劳动法律机制的应然性目标秩序。
因此，本书首先通过分析我国政府劳动政策历史变迁的政策理性，得出我国政府劳动政策的目标秩序
是在政府监督下，以劳资个体自由合意为基础的市场力量驱动劳动关系协调运行。
即我国劳动关系运行的基本模式是政府协调模式。
它所确定的劳动关系的目标秩序是劳资信赖所形成的和谐劳动关系秩序。
具体而言，这一目标秩序对法律机制预设的基本前提是：劳动关系运行的规制基础是劳动合同制度，
通过它来规范劳资合意并使其发挥协调劳资利益、形成劳资信赖理性的作用，以此驱动劳动关系趋向
稳定的合作秩序。
换言之，劳资个体合意是形成劳资信赖的基本动力，而政府只是监督这样的自由合意过程，并不对其
进行过多干预。
这体现在劳动法律制度建构上是以劳动合同制度作为劳动关系运行的基本制度基础，附之以劳动基准
、劳动监察、集体合同和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将劳资个体合意置于政府的监督之下，以维持劳动关系
的稳定运行，并保证由劳资个体合意的市场力量驱动劳动关系运行的市场化方向。
这种由劳动政策确定的和谐劳动关系法律保障机制是一种从政策理性分析中得出的基本假设，或者说
是法律机制的应然性状态。
然后通过分析我国劳动法律制度体系——劳动合同法律制度、集体合同法律制度、劳动基准法律制度
、劳动监察法律制度和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构造来考察其是否具备规范劳动关系主体行为趋向于
和谐劳动关系的秩序功能。
由此得出本文的主题——我国现行的劳动法律制度体系是否具备形成建立在劳资信赖的交易理性基础
上，依靠劳资个体合意的市场力量驱动劳动关系之稳定运行的功能？
简言之，就是我国现行的劳动法律制度体系能否保障和谐劳动关系的运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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