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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职工参与，既是一个法律问题，又是一个社会问题；既是一个企业层面的问题，又是一个社会层
面的问题；既是一个理论层面的抽象问题，又是一个社会实践中的现实问题。
这一问题的有效解决对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有着直接的影响，同时对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社会有效
需求不足等问题的解决同样有着积极的意义。
更为重要的是，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是基于产业民主化和公司社会化这一背景展开的，这对于公司社会
责任理论、人权理论在企业层面和经济层面的延伸和实现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
　　作者首先基于立法的角度对我国职工参与进行了分析，认为在目前的职工参与系统中，存在着国
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法律制度设计上的巨大差异；通过对现有的职工参与系统运行状况的分析，认
为同样存在着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的不平衡以及企业内部职工参与的不协调等问题。
作者认为劳资关系的失衡是造成劳资之间不信任及不合作的原因，而现有的企业产权制度又是劳资关
系失衡的根本原因所在。
目前无论是私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劳资双方在企业的经营管理决策及利益分配上的不平衡，其根源
都是古典产权制度或过渡时期两权分离式的产权制度。
只有进行产权制度的改革，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才能实现信任合作关系，确立有效的职工参与制度。
　　古典产权制度是单一的所有权制度，即生产资料所有权决定其他所有经济权利，由生产资料所有
权单一地决定经济过程的决策。
这时，产权与所有权是统一的，统一在所有权之中。
早期的产权制度就是这种古典产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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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企业职工参与法律制度的系统分析》通过对现有的职工参与系统运行状况的分析，认为同
样存在着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的不平衡以及企业内部职工参与的不协调等问题。
作者认为劳资关系的失衡是造成劳资之间不信任及不合作的原因，而现有的企业产权制度又是劳资关
系失衡的根本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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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诉讼担当是指本来不是民事权利或法律关系主体的第三人，对他人的权利或法律关系有管理权，
以当事人的地位，就该法律关系所产生的纠纷而行使诉讼实施权，所作判决的效力及于原民事法律关
系的主体。
诉讼担当人实施诉讼是基于法律的规定或他人的委托，为他人的权利或利益而以自己的名义实施诉讼
，并且只能通过法律明确赋予其诉讼担当人的地位让其实施诉讼，以实现实体法所确定的利益。
在集体合同争议中，当事人关系如图3.5所示，从实体法来看，工会并非实体权利义务的承担者，而是
劳动者利益的代表人，但其负有签订集体合同的权利。
如董保华认为“当我国劳动法将集体合同确定为规范性合同，集体合同的当事人就应当是工会组织，
劳动者只能是集体合同的关系人”。
从程序法来看，工会尽管不是权利义务的承受者，但基于法律的规定，负有进行诉讼维护集体合同的
履行秩序的义务，基于此，可以以原告的名义进行诉讼，而诉讼结果的效力及于其所代表的劳动者。
具体诉讼格局如图3.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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