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劳动能力权导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劳动能力权导论>>

13位ISBN编号：9787811281606

10位ISBN编号：7811281600

出版时间：2010-1

出版时间：湘潭大学出版社

作者：陈乃新

页数：18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劳动能力权导论>>

前言

　　在我国制定了《物权法》之后，我们是否应当制定劳动能力权法呢？
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显然，一是由于现今中国的多数人拥有的财产较少或较少对财产享有实际控制权，他们只有劳动能力
或只有素质不高的劳动能力，制定劳动能力权法，就会关系到大多数中国人的切身利益；二是由于社
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
在社会财富创造过程中，物权法主要用于明确物的归属，定纷止争；但问题在于人们更需要发挥物的
效用。
这仅有物权法便不够了，还须有劳动能力权法，即只有当人的劳动能力为自己所用也得到法律保障时
，这些创造财富的人才会有创造财富的自觉性，从而提高自己创造财富的能力，这才能进一步解放生
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三是由于物权法不包括人的劳动能力
权。
所以，制定劳动能力权法，这自然也是应当的。
但因为这关系到是以“资”（物）为本，还是以人为本的法制创新问题，所以，还须作些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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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劳动能力权导论：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的经济法保障》在社会财富创造过程中，物权法主要用
于明确物的归属，定纷止争；但问题在于人们更需要发挥物的效用。
这仅有物权法便不够了，还须有劳动能力权法，即只有当人的劳动能力为自己所用也得到法律保障时
，这些创造财富的人才会有创造财富的自觉性，从而提高自己创造财富的能力，这才能进一步解放生
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三是由于物权法不包括人的劳动能力
权。
所以，制定劳动能力权法，这自然也是应当的。
但因为这关系到是以“资”（物）为本，还是以人为本的法制创新问题，所以，还须作些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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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劳动能力权问题的提起第一节 劳动能力权是个世界历史性的重大课题一、早期先民已提出劳
动能力权问题：劳动成果究竟应归属于谁，自己的劳动力为什么要受他人支配？
二、古代社会尚不具备在法律上确认和保护劳动能力权的物质条件三、近现代劳动能力权问题已被提
上议事日程：产生了相关理论与一定的法制实践第二节 劳动能力权理论的初步突破与法律实践的不足
一、马克思对劳动能力权理论的初步突破二、确认和保护劳动能力权法律实践的不足第二章 对劳动能
力权的肯定第一节 肯定劳动与劳动能力的意义一、肯定人类劳动的意义二、肯定人类劳动能力的意义
第二节 劳动能力权是真正的天赋人权一、劳动能力权是基本人权二、劳动能力权的否定之否定第三节
劳动能力权的含义、权项（或权能）、权限及其价值一、劳动能力权的含义二、劳动能力权的权项（
或权能）三、劳动能力权的权限四、法律确认和保护劳动能力权的价值第三章 劳动能力权与财产权、
人身权、知识产权及行政权的关系第一节 劳动能力权与财产权的一般关系一、财产权与劳动能力权二
、财产权与劳动能力权的区别与联系第二节 劳动能力权之内物权与财产权之外物权的关系一、民法中
的物权应为外物权，而劳动能力权则是内物权二、把物权区分为内物权与外物权的意义第三节 内物权
之所用权与外物权之所有权的关系一、财产所有权存在于财产归属领域，而劳动能力所用权存在于物
质生产（财富创造）领域二、在个体生产时代产生的民法之财产所有权已隐含着对劳动能力所用权的
肯定三、劳动能力所用权在社会化生产中必然凸现第四节 劳动能力权之竞争权、消费权与民法财产权
之债权、继承权的关系一、竞争权、消费权与债权、继承权对应关系的提出二、竞争权与债权的对应
关系三、消费权与继承权的对应关系第五节 劳动能力权与人身权的关系一、劳动能力权作为内物权不
同于人身权二、劳动能力权与人身权中的人格权的关联第六节 劳动能力权与知识产权的关系一、劳动
能力权不同于知识产权二、劳动能力权与知识产权的关联第七节 劳动能力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一、劳动
能力权与行政权相比较的必要性二、政府行政机关的行政权与劳动能力权之比较三、自然人及其企业
与国家及其政府机关都须从适应市场经济需要出发规范其行为第四章 劳动能力权与劳动权利、人力资
本权（股权）、劳动者权利的关系第一节 劳动能力权与劳动权利的关系一、劳动法上的劳动权利二、
劳动者个人的劳动能力使用权与劳动能力所用权的比较分析第二节 劳动能力权与人力资本权（股权）
的关系一、人力资本的形成与人力资本出资的正当性二、人力资本权（股权）在本质上是劳动能力权
三、肯定人力资本权是劳动能力权得到法律确认的新进居第三节 劳动能力权与劳动者权利（劳权）的
关系一、可享有劳动能力权的主体多于可享有劳动者权利的主体二、劳动者权利的范围大于劳动能力
权范围第五章 汲取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制精华，创制确认和保护劳动能力权的法制体系第一节 中国汲
取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制精华势在必行一、以经济法为主来确认和保护劳动能力权是西方的法制精华二
、中国应汲取西方发达国家法制精华的原因第二节 构建中国确认和保护劳动能力权法制体系的设想一
、从宪法人手对人的劳动能力权作出全面系统的原则规定二、以经济法为主对人的劳动能力权作出全
面系统的具体规定三、现代法的其他部门法以及属于传统法的法律法规都应对劳动能力作出某些规定
四、创制经济法典和经济诉讼法结论附录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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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历史上，人们不但用诗歌等来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且还直接用实践来尝试解决这样的问题。
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写道：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里地主、贵族和皇帝，拥
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
农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种地主、贵族和皇帝的土地，并将收获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
上，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帝享用，中国历代的农民一直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
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
。
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
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
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农民在没有法定的劳动能
力权，在劳动能力权益受到严重损害而得不到法律保护的情况下，就不得不揭竿而起采取暴力手段来
争得劳动能力权或力求减轻他们所受的剥削与压迫。
这种情况在外国也大体如此。
这里，我们且不说因为奴隶没有任何权利而暴发的举世闻名的古罗马斯巴达克大起义，在古埃及便出
现过，那时，埃及社会也仿佛是一座巨大的金字塔：塔顶是高高在上被奉为神的法老，法老之下是由
官吏、祭司等组成的奴隶主集团；中间为中等自由民，即商人、富裕手工业者、中小官吏以及富裕的
农村上层分子；塔底则为被压迫和剥削的奴隶和被奴役的农民。
广大奴隶和农奴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劳动能力权，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现象普遍存在。
古埃及社会严重存在贫富悬殊，屡屡激起贫民奴隶大起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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