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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劳动法要论》对劳动法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理论阐述，内容包括劳动法的概念和基本原则、劳动
法的主体、劳动合同法、特殊群体的劳动权益保障制度、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劳动权益保障制度、
劳动争议处理机制、劳动监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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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劳动法主体　　第一节　概述　　一、劳动法主体的概念　　劳动法主体，是指劳动法
中法律关系的参与者，即享有和承担劳动法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的公民、组织和国家机关。
由于劳动法是以劳动关系及与劳动关系密切相关的其它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经调整后形成的法律关
系除劳动法律关系外，还有劳动行政法律关系、劳动服务法律关系。
因此，劳动法主体往往具有多重性，如一个劳动者可以同时具有劳动者和劳动行政相对人双重资格。
　　二、劳动法主体的种类　　劳动法主体一般包括以下几类：（1）劳动者，即劳动力的所有者和
支出者。
（2）用人单位，即生产资料的拥有者和劳动力的使用者。
（3）劳动行政主体，即劳动管理主体，是实现劳动行政职能的国家机关，包括劳动行政机关和其它
行政机关，如人事、卫生、金融等职能管理机关和有关单位主管机关。
（4）劳动团体，即由劳动者或用人单位依法组成的，旨在维护和增进本团体成员在劳动关系中的共
同利益的社会团体。
劳动团体，一般是指工会；用人单位团体，是指雇主协会。
（5）劳动服务主体，即为劳动关系的运行和发展提供社会服务的组织，如职业介绍机构、职业培训
机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劳动安全卫生检测检验机构等。
　　三、劳动法主体的立法模式　　综观各国劳动主体立法，其立法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1）就
某种劳动法主体制定专项劳动法规。
例如，许多国家和地区有专项的职业组合法、工会法、职业学校法等。
（2）在劳动法典中就某种或某几种劳动法主体设置专门部分。
例如，《卢旺达劳工法》中设有职业组织篇和行政管理组织及执行方法篇；《菲律宾劳工法》对全国
劳资关系委员会、劳资关系管理局、劳工组织都分别列专章规定。
（3）以相关立法作为确立某种劳动法主体的法律依据。
例如，劳动法中对作为用人主体的企业一般不作专门规定，而以企业法作为确立企业为用人主体的法
律依据。
（4）分别在有关专项劳动法规中对某种劳动法主体的法律地位作出规定。
例如，劳动争议仲裁机构、职业技能鉴定等专项法规中对相应劳动法主体的法律地位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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