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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劳动法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研究劳动法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
劳动法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广泛，除了研究劳动法学理论和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外，还要研究劳动法
的产生和发展、劳动法的创制和实施以及外国劳动祛和国际劳动立法等诸多法律现象。
作为我国高等法学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高等法学教育中的一门专业课程，劳动法学主要
阐述劳动法的基本原理，包括劳动法的概念和特征、劳动法的地位和作用、劳动法的产生和发展、劳
动法律关系、劳动法在调整劳动关系时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同时，介绍与研究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
度，包括劳动就业、劳动合同、劳动条件、劳动保护、劳动争议处理、劳动监察等内容，并且考察与
分析我国劳动法的立法与司法实践。
　　劳动法学是以劳动法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学科。
劳动法的调整对象为劳动关系和与劳动关系密切联系的其他社会关系，其调整对象的独特性和劳动关
系的特殊性使劳动法成为我国法律体系中一个独立的和重要的法律部门。
因此，劳动法学在我国法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构成一个同民法、刑法学科相并列的独立的学科
体系。
劳动法学还是一门应用性极强的法律学科，一方面，它应当对社会生活中产生的劳动法现象通过立法
理论做出解释；另一方面，它还应当对劳动领域的劳动争议通过司法研究给出答案。
换言之，劳动法学教学的目的是学以致用。
另外，相较于民法，刑法等法律部门，劳动法具有一定的地方色彩，即有关法律细化的地方性规定较
多，因而劳动法学还涉及对地方性劳动法规的考察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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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劳动法学》是在借鉴学界劳动法研究及教材建设成果的基础上对我校劳动法教学的一个初步总
结。
与同类教材相比较，《劳动法学》注重我国劳动法的整体性介绍与阐释，且简明扼要，并依据我国《
劳动法》和新近生效的《劳动合同法》及时更新内容；书中全部内容以劳动法基本理论和我国劳动法
基本制度为顺序安排，分为17章，包括劳动法概述、劳动法的历史、国际劳动立法、劳动法律关系、
劳动合同、集体合同、劳务派遣与非全日制用工、工资、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女职
工和未成年工保护、劳动就业与职业培训、劳动纪律、工会和职工民主管理、社会保险和福利、劳动
争议处理、劳动监督检查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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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劳动法概述第一节 劳动法的概念和特征第二节 劳动法的地位和作用第三节 我国劳动法的构成
第四节 我国劳动法的基本原则第二章 劳动法的历史第一节 外国劳动法的产生与发展第二节 我国劳动
法的产生与发展第三章 国际劳动立法第一节 国际劳工组织第二节 国际劳工立法第三节 国际劳工立法
与中国第四章 劳动法律关系第一节 劳动法律关系概述第二节 劳动法律关系的要素第五章 劳动合同第
一节 劳动合同概述第二节 劳动合同的形式和内容第三节 劳动合同的订立第四节 劳动合同的履行、变
更和终止第五节 劳动合同的解除第六章 集体合同第一节 集体合同概述第二节 集体合同的签订第三节 
集体合同的内容第四节 集体合同的管理、履行、变更和解除第七章 劳务派遣与非全日制用工第一节 
劳务派遣第二节 非全日制用工第八章 工资第一节 工资概述第二节 工资构成与工资形式第三节 最低工
资制度第四节 工资保障制度第九章 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第一节 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概述第二节 工作
日的种类第三节 休息休假的种类第四节 加班加点制度第十章 劳动安全卫生第一节 劳动安全卫生概述
第二节 劳动安全技术规程第三节 劳动卫生技术规程第四节 劳动安全卫生管理制度第十一章 女职工和
未成年工特殊保护第一节 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第二节 未成年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第十二章 劳动就业
和职业培训第一节 劳动就业概述第二节 劳动就业服务第三节 职业培训第四节 职业技能的考核与鉴定
第十三章 劳动纪律第一节 劳动纪律的制定第二节 劳动纪律的实施第十四章 工会和职工民主管理第一
节 工会第二节 职工民主管理第十五章 社会保险与职工福利第一节 社会保险概述第二节 社会保险的种
类第三节 职工福利第十六章 劳动争议处理第一节 劳动争议概述第二节 劳动争议处理模式第三节 劳动
争议处理机构第四节 劳动争议的处理程序第五节 集体协商争议和集体合同争议处理第十七章 劳动监
督检查制度第一节 劳动监督检查概述第二节 劳动监督检查的机构和职权第三节 法律责任参考文献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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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劳动法的历史　　第一节外国劳动法的产生与发展　　一、劳动法的产生　　劳动关系成
为法的调整对象是伴随着国家与法的出现而出现的，但作为专门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部门——劳动法
，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经历了由“劳工法规”到“工厂立法”再到劳动法的过程
。
　　劳动法的调整对象是劳动关系。
劳动关系作为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以实现劳动过程的社会关系，只有在劳动力与生产资料需要通
过一定社会关系才能结合的条件下才会产生，即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别归属于不同的主体，劳动力的
所有者和生产资料的占有者不是同一主体，双方主体为实现劳动过程，就会形成劳动关系；反之，如
果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同属于一个主体（所有者和占有者），该主体为实现劳动过程而将劳动力与生产
资料结合，无须出现也不会出现劳动关系。
因此，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别归属于不同的主体，是劳动法赖以产生的前提。
　　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未出现劳动法产生的前提条件。
原始社会中实行的是生产资料氏族所有制，氏族成员既是劳动力所有者又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两者的
合二为一是其基本特征。
奴隶社会中，劳动力与生产资料也是合二为一的，其社会成员中的奴隶主不仅占有生产资料，也同时
占有劳动力——奴隶。
奴隶在法律上只是奴隶主所有权的客体，在古罗马被称为会说话的工具，其地位等同于会叫的工具如
牛、马和不会叫的工具如犁、耙。
封建社会中，农奴与封建主形成人身依附关系，农奴随着土地的流转而转移到不同的封建主名下；农
奴与封建主之外的小农生产，是小农以自己的劳动力用自己仅有的少量生产资料进行劳动。
因此，在封建生产关系中，劳动力与生产资料也是合在一起的。
一般而言，在奴隶制和封建制条件下，不可能产生劳动关系，如果出现少量的劳动关系也只是例外。
　　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农民被迫离开土地，成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仅拥有以人身为载体的
劳动力，同时，通过血腥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少数资本家集中了大量的生产资料，从而无产者出卖
劳动力，资本家廉价使用劳动力榨取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资本家）剥削与（无产者）被剥削关系就
形成了。
这种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带来了劳动关系的出现，社会的发展使劳动法的产生成为可能。
　　（一）“劳工法规”　　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自然经济逐渐瓦解，封建的人身依附
关系日益削弱，小商品生产者的两极分化出现。
城市中一些积累较多的作坊主为了扩大生产规模，雇佣较多的工人建立起工厂，自己摇身一变成为榨
取无产者剩余价值的资本家，原来的帮工和学徒则成为被迫出卖劳动力以养家糊口的无产者——工人
。
在农村，由于商品货币的渗入，原来的劳役地租为实物地租所取代，主奴关系逐渐转化为租佃关系，
一些富裕的农民向地主赎回或购买土地进行雇工经营，自己则成为最早的农场主。
西方国家城乡资本主义劳动关系逐渐形成。
　　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为了加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以英国为先，先后颁布了一系
列血腥恐怖的“劳工法规”，开始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
第一个早期劳工法规是由英皇爱德华三世于1349年颁布的。
之后，在14世纪至18世纪末400多年漫长的岁月中，英国等一些欧洲国家均制定了“劳工法规”，对资
本主义劳动关系进行调整。
学者们分析研究了该阶段“劳工法规”调整劳动关系的基本特点，在此述其要点如下：　　第一，以
国家强制手段迫使被剥夺土地的农民到资本家的工厂做工，即强迫劳动者同资本家建立雇佣劳动关系
。
如英国，在亨利八时期曾经明文规定对流浪者处以鞭打，再度流浪则被捕并同时处以鞭打和割去半只
耳朵，三度流浪则作为重犯或社会敌人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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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规定最低工时和最高工资，强化雇佣剥削。
如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颁布的《学徒法》规定，在法定限额以上支付工资的要受到处罚，其
中取得工资者较支付工资者受更加严厉的处罚，取得工资者监禁22日，支付工资者监禁10日。
　　此时出现的“劳工法规”在实质上是反劳工法规，它同以后兴起的以保护劳工为主旨的劳动法恰
好相反，因而不能作为劳动法的起源。
　　（二）产业革命后的“工厂立法”与民法　　17世纪中叶以后，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各国先后取
得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完全居于统治地位，资本主义劳动关系也随之完全
确立起来。
18世纪产业革命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力日益成长壮大，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单靠经济关系的无声强制
就足以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统治而无需再借助国家非经济强制手段，“劳工法规”被逐渐废止
。
　　该时期，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对劳动关系采取“自由放任”的不干预政策，以致资本家对工人剩余
价值的剥削压榨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一方面大幅度地压低工资，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延长工作时间
并使其在极端恶劣的工作场所劳动。
如当时英国工厂的工作时间，曾经延长到每昼夜14-16甚至18小时，加之恶劣的工作场所等因素，工人
的健康乃至生命受到极大的损害和严重的威胁，伤亡事故和职业病不断发生，死亡率猛增。
无产阶级生存状况的日益恶化，导致了工人反抗斗争的出现和加剧。
工人不得不采取罢工、破坏机器等方式由自发到自觉地同资本家进行斗争，并要求政府颁布法律以限
制工作日长度。
同时，该状况也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如英国，当时有些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也同情工人的遭遇
而不时对政府提出指责和批评，并向议会提出倡议和施加影响。
因此，一种新的不同于“劳工法规”的“工厂立法”开始出现。
　　最早的工厂立法是英国1802年的《学徒健康和道德法》。
该法规定：纺织厂不得雇佣9岁以下的学徒；童工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且限于清晨6时至晚间9
时之间，禁止做夜工。
但该法仅适用于从救济院出来的贫苦儿童，其他一般的纺织业工厂仍然可以直接通过儿童家长雇佣童
工。
该法于1819年获得修改，规定禁止雇佣9岁以下的儿童从事工厂劳动，16岁以下童工日工作时间最高
为12小时。
1833年以后，英国又陆续颁布了几项法规，将禁止雇佣童工的范围逐渐扩大到其他行业，对童工的年
龄作进一步限制，并将限制工作时间的范围扩大到女工。
其中，1833年的工厂法规定，纤维工业禁止使用9岁以下的儿童，9岁以上13岁以下童工的日工作时间
不得超过8小时，13岁以上18岁以下童工的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
1844年的工厂法进一步将18岁以上的妇女纳入12小时工作日的保护范围。
1847年的《十时间法》规定，13岁至18岁的童工以及女工的工作时间不得超过10小时。
1850年的工厂法将它所约束的工业部门的全体工人均纳入10小时工作时间的保护范围。
受到英国工厂立法的影响，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相继颁布了工厂法。
例如，法国于1806年制定了工厂法，德国于1839年颁布了《普鲁士工厂矿山条例》和限制童工工作时
间的法律。
美国也通过州立法制定工厂法，禁止使用12岁以下童工，提高15岁童工劳动条件，并让受雇儿童接受
基本的读写算教育等。
显然，工厂法是保护劳动者的立法，它通过对工时、工资、工作条件等的规定，限制资本家的剥削程
度，维护和保障工人健康与生命等基本权利。
因此，19世纪早期出现的工厂法是劳动法的起源，英国1802年的《学徒健康和道德法》是劳动法产生
的标志，这是学界的共识。
　　几乎在工厂法出现的同时，1804年在法国诞生了第一部资产阶级民法典《法国民法典》。
该法典将雇佣关系纳入民法的范围，称这种雇佣关系为“劳动力租赁关系”并加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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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其影响，其他资产阶级国家也纷纷编纂民法典，将雇佣关系作为租赁契约关系加以规范。
学者们认为，劳动关系由工厂法和民法共同调整，反映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对劳动力商品的双重需要
，一方面，需要按照一般商品交换的规则进行劳动力商品买卖；另一方面，需要将劳动力作为一种特
殊商品，由国家出面对劳动力商品买卖中的劳动者进行必要的保护。
w此后，民法中有关“劳动力租赁”制度和工厂法的诸多规定融为一体，逐步形成一个兼具“国家干
预”和“当事人平等协商”即公法与私法双重性质、旨在保护劳动者的独立的法律部门——劳动法。
　　（三）劳动法产生的原因　　1.劳动法的产生是发展生产力的要求　　劳动者是生产力系统中的
决定性因素，劳动力再生产是劳动力赖以发展的必要条件，保护劳动者就是保护生产力。
保护以劳动者为载体的劳动力，从而保护生产力是社会各阶级包括资产阶级利益的需要。
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和自由竞争初期，资本家对工人的无休止的剥削，尤其是对劳动力的掠夺性
、破坏性使用，危及再生产的正常进行，劳动力资源面临枯竭的威胁。
到18世纪后半叶，资本家为了最大限度地攫取剩余价值，将工作日延长到12至16、18小时，突破了一
切正常界限——“道德和自然、年龄和性别、昼和夜的界限”。
其结果必然是职业病和伤亡事故的大量发生，工人平均寿命缩短并最终导致工业生产力萎缩和国民生
命力衰竭。
于是，仅靠以“契约自由”为原则的民法来调整劳动关系已经不能适应社会保护劳动力资源的需要，
亟待创立新法。
工厂法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求，而工厂法同民法结合而形成的新的劳
动法部门则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然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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