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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劳动法典编纂促进劳动法体系完善
田思路

  我国 1994 年颁布的 《劳动法》 具

有里程碑的意义， 对保护劳动者权益、

维护劳动关系稳定、 促进社会和谐发挥

了重要作用。 但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

展， 劳动者合法权益保护面临新的挑

战， 修改 《劳动法》 以及 《劳动合同

法》 的呼声日渐强烈。 笔者认为， 与其

单独和分别修法， 不如将修法与《劳动

法典》 的编纂协同考虑， 以劳动法典的

编纂为统领， 既可以更好地促进劳动法

体系完善， 又可以实现劳动立法内部和

谐， 补充单行劳动法律规范之不足， 还

可以回应数字时代劳动用工灵活化、 新

就业形态蓬勃发展面临的挑战。 劳动法

典是体系化作业， 自始至终应以劳动权

的保障和实现为基本， 这是中国特色劳

动法典的根本特征和必然要求。

劳动权立法的

历史起源与发展

从历史角度观察， 劳动权作为一种

标示劳动者人格独立、 蕴涵劳动者利益

的人权类型， 诞生于职业劳动得以社会

化、 普遍化、 契约化的资本主义时期。

1919 年的 《国际劳工组织宪章》 序言

中强调， 劳动条件、 社会公正和普遍和

平之间的依存关系， 指出“劳动条件对

许多人而言极不公平， 充满艰辛与困

苦， 使得世界和谐处于危险之中”。 之

后 《费城宣言》 通过“劳动不是商品”

“人人均有权在自由和尊严的环境中追

求自己的物质福利和精神发展” 等强化

了劳动作为人的价值、 社会需求以及自

我实现和人格发展的基本原则。 保障人

权一直是劳动权的内生功能， 具体来

说： 就业权是生存权的延伸与具体化，

而平等就业权是平等权的重要内容； 休

息休假权是维持生命健康可持续发展的

需要， 体现了健康权这一基本人权； 劳

动安全卫生权是保障生命权、 环境权的

重要途径等。 社会权作为一种独立人权

类型的诞生， 是人权发展到 20 世纪后

增加的成果。 一般认为劳动权所涉范围

涵括于第二代人权之经济与社会权所涉

范围， 且二者均系处理个人权利主义、

资本经济体制所造成的社会问题， 而逐

渐发展、 建构之概念内容。 以世界人权

宣言来看， 有关劳动之第二代人权主要

集中于第 23 条和第 24 条， 其中有工作

权、 择业自由、 公正与合适的工作条件

及报酬、 同工同酬、 组织与参加工会、

合理工作时间、 定期给薪休假等权利。

伴随人权的发展， 劳动权由理论形

态上升为现代各国的宪法形态， 劳动权

逐渐成为劳动立法的逻辑主线。 1848

年 ２ 月， 法国资产阶级政府临时发布的

《为全体市民提供劳动机会的宣言》， 以

法令形式开创劳动权保护先河。 1919

年的《魏玛宪法》 则第一次用宪法的形

式规定公民从事劳动的活动。 《魏玛宪

法》 第 163 条规定： “每个德国人都应

获得通过报酬劳动谋生的可能性。”

《日本宪法》 第 27 条和第 28 条结合了

自由权条款明确了劳动权的基本性质：

“劳动权是生存的基本权利， 劳动是自

然人提供其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唯

一专属权利。” 日本劳动法学家恒滕武

二教授指出， 以劳动基本权作为劳动法

的中心， 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家与

工人的阶级对立为基点提出的。

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全世界除

封建专制或军事独裁的国家外， 几乎都

颁布了承认劳动者团结权、 集体谈判权

和行动权的劳动法律。 在 20 世纪下半

叶， 劳动权除了新发展的社会保障权、

职业培训权、 劳动争议处理权等个体劳

动权外， 在集体劳动权方面又增加了劳

动者民主参与权， 由“劳动三权” 变为

“劳动四权”。 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快

速成长起来的劳动法逐渐形成了以劳动

基准法、 集体劳动关系法和劳动关系调

整法为主的劳动立法体系。 如在日本表

现为劳动组合法、 劳动基准法与劳动关

系调整法。 其中， 《劳动基准法》 是日

本劳动立法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法律，

被称为“劳动宪法”， 它保障所有工人

不可剥夺的权利， 并规定了工作条件细

节的最低标准， 以便为他们提供更好的

工作条件。 因此， 《劳动基准法》 的核

心和最重要的方面是工作条件。 劳动权

是一个人生存所不可缺少的， 它也是三

部劳动法的基础， 是与基本生存权有机

联系的最重要的中心。 《劳动基准法》

的中心和最重要的方面是工作条件。

《劳动组合法》 的核心权利是集体协议

权、 组织权、 集体谈判权和争议权。 此

外， 《劳动关系调整法》 的核心要义是

劳动争议的调停、 仲裁和调解。 从实践

的角度来看， 这三部劳动法可以说是相

互关联的。

我国劳动权立法的

形成与发展

纵观整个劳动立法体系的发展沿

革， 我国的劳动体系化立法同样以劳动

权为核心展开。 1994 年 《劳动法》 是

根据宪法制定的， 是我国在市场经济时

代其他一系列劳动立法的母法。 《劳动

法》 历经 15 年、 30 余稿草案最终确

定， 及时回应了“尽快制定具有法典性

质的劳动法” 的呼声。 它在工资、 劳动

合同、 劳动保护、 安全生产、 劳动监

察、 劳动争议、 促进就业等相关法律和

其他劳动法规之上， 担负着统筹中国劳

动法体系的作用。 原劳动部《关于贯彻

实施〈劳动法〉 的意见》 的通知在“完

善劳动法律体系问题” 部分明确了《劳

动法》 在劳动法体系中的基本法地位。

《劳动法》 总则第 1 条即对立法宗旨做

出了概括： “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建立和维护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劳动制度”。 《劳动法》 以总则、 促进

就业、 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 工作时间

和休息休假等 13 章的内容， 勾画出

《劳动法》 的主要框架。

《劳动法》 居于我国劳动领域的纲

领性法律地位， 表现为“由尖顶而向下

发展， 由母法而子法” 的伞形造法结

构。 首先， 由《劳动法》 为基本引领和

各单行劳动法律构成了劳动法的总分结

构； 其次， 《劳动法》 以劳动基本法的

形式确认劳动权保障， 并详细列举各项

劳动权———劳动报酬权、 休息休假权、

职业安全权、 职业培训权、 社会保险

权、 劳动争议处理权、 工会权等劳动权

体系。 最后， 属于劳动法分则的各部劳

动法单行法构成基本权利类型的规则体

系。 2007 年与 2011 年， 分别迎来劳动

立法的第一次和第二次高潮， 通过了

《就业促进法》 《劳动合同法》 《争议

调解仲裁法》 《社会保险法》 等 《劳动

法》 的配套性法律。 与《劳动法》 配套

的 《促进就业法》 《劳动合同法》 《工

资法》 《安全生产法》 《劳动保护法》

《职业技能开发法》 《社会保险法》

《劳动争议处理法》 和 《劳动监察法》

等单项法律和法规共同贯彻执行了《劳

动法》 中规定的各项基本原则， 形成完

善的劳动法律体系。 除法律责任章和附

则外， 每一章节都有与之相配套的单行

法律作相应地细化和补充， 奠定了劳动

法的基本体系， 以权利类型为线索的劳

动立法格局亦由此开启。

我国 《劳动法典》 中

劳动权的理论展开与设想

劳动法的法律属性与关系适用。 劳

动法被认为是公法私法化/社会化的产

物， 它在社会法定位中融合了公法和私

法的因素。 这意味着劳动法典在编纂时

需要考虑劳动法整体和各项制度中公、

私法因素的有机融合， 并弥补因公法路

径依赖所致的私法化不足和社会化滞后

的缺陷。 劳动权在功能法域上由公法与

私法领域向公私混合领域变迁， 劳动权

的主观性因而兼具主观公权利与主观私

权利的属性。 一方面， 它要求国家排除

公共权力对劳动权的侵害与干扰， 还需

要国家构建能动的权力运作机制， 使国

家能够积极担负劳动权实现的责任； 另

一方面， 劳动者通过法律实践形成特定

的法律关系获得劳动权， 其中劳动者实

质的意志自由是促进劳动权实现的前

提， 有助于劳动者主体价值的投射和能

动作用的发挥。 劳动权以权力主动性与

个人能动性相结合， 劳动权的私权属性

亦应受到关注和保护。 劳动法典的编纂

需要适度扩大劳动法保护范围， 并分层

次安排劳动法与民法的衔接， 同时完善

劳动法规范， 以适度限制民法规范对劳

动关系和经济从属性劳务关系的适用。

劳动权结构的多元构成。 在劳动权

的发展与演进中， 形成了人权法意义上

的劳动权、 现行法律确认和保护的权

利、 已经产生的且有待法律化的正当利

益三层内涵， 分别对应理念化、 制度化

与实现化的多元权利结构。 权利理念的

张扬和落实就是逐步实现应有权利的历

史进程， 法定权利到现实权利的跃迁则

取决于权利实现的各项因素， 如所要获

得的权利事实； 权利人的素质与状况；

受限于一定的社会政治、 经济、 文化及

相关制度安排等客观因素影响。 由制度

化权利向实在化权力的演变即为“劳动

权实有化” 过程， 抽象的劳动权可以藉

由法规范的赋权为劳动者在实际履行中

提供权利保障， 这也是劳动立法的终极

使命。

劳动权的制度进路。 劳动权与社会

经济结构及其制约的社会经济发展相

关， 是社会大生产的需要， 而社会大生

产促成了劳动法的产生， 铺设了劳动权

的制度进路。 一方面， 在社会生产力的

发展背景下， 劳动权立法不断扩充。 另

一方面， 劳动权是一项发展的权利， 其

内容随着社会变革与变迁而日益丰富,

其范围通过立法和社会政策而不断扩

展。 劳动权理论与劳动立法体系的演进

呈现出交互影响， 立法的向前推进， 实

质上是以劳动权立法为基本内容的立法

过程。

总之， 劳动权保障与实现的本质目

的为我国《劳动法》 法典化提供了理论

支撑。 在劳动法面临承上启下、 继往开

来的历史时刻， 劳动法典的编纂无疑是

新时代我国劳动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

以劳动权为基本， 构建劳动法典体系目

标、 确立劳动关系认定标准、 推动基本

劳动标准的确立、 促进集体劳动关系的

发展， 并坚持开放共享的编纂过程， 可

以有效地保护劳动者权益， 构建和谐稳

定的劳动关系， 促进经济社会的高质量

发展。 这不仅是劳动法发展的需要， 也

是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 更是国家治理

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

博导， 中国法学会社会法学研究会副会

长。）

□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 劳动者合法权益保护面临新的挑战， 修改 《劳

动法》 以及 《劳动合同法》 的呼声日渐强烈。 笔者认为， 与其单独和分别

修法， 不如将修法与《劳动法典》 的编纂协同考虑。

□ 以劳动法典的编纂为统领， 既可以更好地促进劳动法体系完善， 又可以实

现劳动立法内部和谐和补充单行劳动法律规范之不足， 还可以回应数字时

代劳动用工灵活化、 新就业形态蓬勃发展面临的挑战。

□ 以劳动权为基本， 构建劳动法典体系目标、 确立劳动关系认定标准、 推动

基本劳动标准的确立、 促进集体劳动关系的发展， 并坚持开放共享的编纂

过程， 可以有效地保护劳动者权益， 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促进经济

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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