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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劳动法学的价值和特点，劳动法是一部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调整劳动关系的重要法律制度
，它的贯彻实施对于建立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有着重要意义。
为了适应劳动法学教学的需要，我们编写了《新编劳动法学》。
本教材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劳动法》和2007年颁布的《
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以及《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法律法规为依据，从理论与实践结合
的角度，就劳动法的历史发展、基本理论和各项劳动法律制度进行了系统全面的阐述并及时地反映了
劳动立法的新动态和劳动制度改革的新经验。
因此，本教材具有一定的理论性和较强的适用性，其中也不乏作者的一些创新见解和观点。
　　二、劳动法与劳动法学　　劳动法与劳动法学是两个法律概念：劳动法是调整劳动关系及与劳动
关系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同民法、经济法、行
政法等一样是国家的基本法律；而劳动法学是研究劳动法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法律学科。
它是社会主义法学体系的组成部分，是法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
作为一门法律学科，它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不仅要研究我国现行的各项劳动法律制度、法律规范，
还要研究劳动法的历史和基本原理、劳动立法、劳动法实施、劳动仲裁和劳动司法、国外劳动法的理
论与实践，以及劳动法发展规律和趋势等。
　　我国劳动法学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才开始引
起人们的广泛注意。
当前，我国劳动体制改革正向纵深发展，猛烈地冲击着旧的劳动管理体制，改变着旧的劳动观念，许
多新的劳动关系和劳动活动准则需要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因此，加强劳动法学研究，尽快建立和完善劳动体制，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建设事业发展的需
要，是一个极为重要和现实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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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从内容来看，劳动法调整的劳动关系必须与社会劳动过程有密切的联系。
劳动是劳动关系产生的实质和内容，只有在劳动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才是劳动关系。
应该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劳动并不是一切形态的劳动，而只能是一种社会劳动。
作为社会劳动它具有三个基本特征：①劳动的有偿性。
社会劳动是一种有偿劳动，劳动用人者必须根据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数量和劳动质量支付劳动报酬，以
满足劳动者及其家庭的生活需要。
②目的的社会性。
社会劳动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劳动者家庭或个人生活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社会的需要。
用人单位之所以使用劳动力进行劳动，目的是为了生产社会所需要的商品或提供社会所需要的劳务。
③实现方式的社会性。
社会劳动不是劳动者单方面的体力或脑力支出就可以实现的，劳动者的劳动必须与他人（即用人单位
）提供的生产资料相结合才能实现社会劳动过程。
因此，与社会劳动没有直接联系的社会关系，如劳动者在进行家庭劳动过程中与其他家庭人员之间的
关系，劳动者为了响应政府号召，提供义务劳动的过程中与义务劳动的组织者以及其他义务劳动者之
间发生的社会关系，劳动者利用自己或家庭生产资料进行劳动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关系等，均不属于劳
动关系。
　　（3）从主体关系来看，劳动关系是一种带有平等性和隶属性的社会关系。
劳动关系在通常情况下都是通过劳动者与用人者相互选择、平等协商，以签订劳动合同，以及变更、
延迟、终止劳动关系。
在合同关系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作为合同当事人的地位是平等的。
但是，劳动关系明确后，在进行劳动的过程中，劳动者却必须在用人单位提供的劳动条件下进行劳动
，必须遵守用人单位制定的各种劳动规律以及其他规则制度，也必须接受用人单位的统一组织、指挥
、协调和监督。
因此，劳动关系虽然是在平等前提下缔结的，但就其本身的性质来说，仍然是一种带有隶属性的社会
关系。
　　（4）从性质来看，劳动关系是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相结合的社会关系。
由于劳动力的存在和支出与劳动者人身紧密相连，因此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力，实际上意味着
在一定期限内，劳动者将其人身交给了用人单位，虽然受法律限制，但表明他具有人身关系属性。
但是，这种劳动力的让渡又是一定的生活资料，又属于财产关系范畴。
　　2.劳动法调整的劳动关系的种类。
劳动关系是生产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所决定的，并随着生产关系的发展
变化而变化。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实际情况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需要决定了与
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在所有制结构上必然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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