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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法律体系的市场经济底色与未来走向
沈建峰

2024 年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法》 （以下简称 《劳动法》） 颁布 30 周

年。 2025 年 1 月 1 日， 《劳动法》 也

将迎来正式实施 30 周年。

回望过去的 30 年， 这部法律最重

要的贡献当是为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提

供了基本法律依据和保障， 奠定了我国

在市场经济基础上解决劳动者保护问题

这一劳动立法的基调， 在一定程度上也

影响了我国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法律

体系格局和未来劳动法律体系的走向。

《劳动法》 是市场配置劳

动力资源的法律表达

《劳动法》 制定的重要背景是改革

开放后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市场经济

的建立需要实现生产结果和各生产要素

的市场化， 劳动力资源的市场化正是题

中应有之意。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

平同志就曾提出“应该集中力量制

定......劳动法等”。 可以说， 与改革开放

同步， 我国就开始进行劳动合同制改革

并着手起草劳动法。

1980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

合资经营企业劳动管理规定》 颁布，

1982 年在部分地区试点国有企业劳动

合同制改革， 1986 年制定了 《国营企

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 并最终

于 1994 年制定《劳动法》。 这一立法背

景和立法过程足以说明， 《劳动法》 以

服务市场经济改革为导向， 并建立在劳

动力市场化改革 10 多年实践经验的基

础上， 反映了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基本

要求。

《劳动法》 制定和实施中的相关材

料也一再强调该法的这一功能。 《劳动

法草案说明》 提出， “制定 《劳动法》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

该法在第一条开宗明义提出的立法目标

之一就是“建立和维护适应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劳动制度”。 该法通过后， 时

任劳动部的负责人再次明确， “《劳动

法》 就是把劳动力市场改革成果变成立

法条文， 打破了不同所有制企业和职工

不同身份的界限， 体现了公平竞争的市

场经济共同原则， 开始与国际习惯接

轨。” 在《劳动法》 实施 20 年后， 立法

机关在执法检查报告中再次肯定，

“《劳动法》 的颁布实施， 推动和深化了

劳动用工制度改革， 推行了与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劳动合同制度、

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

总体来看， 《劳动法》 是市场配置

劳动力资源的的法律表达， 体现了市场

经济的理念， 与同时期前后颁布的《公

司法》 （1993）、 《担保法》 （1995）

等分别解决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和

资本配置的问题， 对促进我国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市场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该法颁布 30 年后， 纪念该法首先应纪

念其对实现我国劳动力市场化改革的重

要意义， 学习和运用该法也应在市场经

济的法律体系中进行。 在此意义上， 不

应简单地把劳动法律理解为管制法律，

更不应把《劳动法》 和市场经济对立起

来。

《劳动法》 奠定了我国劳

动立法的基调

作为劳动力市场化改革要求的法律

表达， 《劳动法》 奠定了我国劳动法律

的市场经济法律基调， 不再区分企业所

有制性质， 统一进行制度安排已经是市

场经济的体现， 其各项制度更是以市场

配置劳动力资源为前提， 也饱含市场发

挥决定作用与法律兜底保障相结合的观

念。

具体而言， 在劳动合同制度中， 劳

动合同订立和变更“应当遵循平等自

愿、 协商一致的原则”， 劳动合同除了

法律规定的必备条款外， “当事人可以

协商约定其他内容”， 这些都给市场主

体留下了自主安排空间。 《劳动法》 原

则规定的集体合同制度， “为在市场经

济条件下协调劳动关系建立了一种新的

机制”。 集体合同是企业职工一方与企

业根据市场状况签订的涉及劳动条件的

协议， 是一种集体自治现象， 承载着职

工一方与企业共同的意愿。

《劳动法》 规定的最低工资、 工时

制度等劳动基准制度反映的是法律兜底

保障的思路， 在底线之上当事人依然享

有自主安排的空间。 以工时和休息为

例， “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

超过八小时、 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

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 “用人单位应

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日”，

“不超过” “至少” 等都是经典的兜底

保障的立法技术。

除此之外， 就业促进等其他制度也

无不体现市场经济理念。 在就业问题

上， 不是国家安排就业， 而是“国家通

过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 创造就业条

件， 扩大就业机会”。 《劳动法》 颁布

实施后， 制定的《劳动合同法》 《就业

促进法》 等劳动法律基本也坚持了《劳

动法》 的这种市场经济法律定位。 “平

等自愿、 协商一致” 依然是《劳动合同

法》 规定的劳动合同订立原则， 《劳动

合同法》 第十七条第二款也规定了劳动

合同约定实现的开放性等。

在市场化的前提下， 《劳动法》 对

劳动力资源市场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也

有系统关照。 解除事由法定， 解除后的

经济补偿、 工时工资等劳动基准、 安全

生产规则、 特殊群体保护、 市场化运行

过程中社会化的风险化解等市场配置劳

动力资源前提下的社会保护的制度均配

套而立。 当然， 作为一部改革开放过程

中以“破除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分

配方式的劳动用工制度” 为目标的法

律， 在自治和保护的平衡问题上， 《劳

动法》 在有些方面相对偏向于了自治，

在制度设计上允许当事人自由约定劳动

合同终止条件， 没有规定特定情况下的

续签义务， 没有限制约定违约金等。 这

些制度现象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

物， 成为后来《劳动法》 执法检查过程

中发现的劳动关系短期化、 违约金滥用

等实践问题的根源， 也是 2008 年 《劳

动合同法》 制度调整， 对当事人自由约

定的可能进行限制的重要背景。

值得一提的是， 为了防止对用工主

体等区分对待引发的市场主体不平等问

题， 《劳动法》 没有对劳动关系分层分

类处理， 这也成为时至今日我国劳动立

法备受诟病之处， 但立足立法当时的背

景， 这种选择却未必是不合理的。

对我国市场配置劳动力资

源法律体系格局的影响

从以上讨论来看， 我国劳动法立法

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劳动立法存在起

点差异： 其他国家和地区往往是通过民

事法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市场化， 通过劳

动立法实现劳动者的社会保护； 而我国

是在民事法规定雇佣合同制度之前就进

行了《劳动法》 立法， 是要通过 《劳动

法》 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市场化， 同时实

现劳动者的社会保护， 《劳动法》 承载

着双重价值、 双重任务， 其立法技术和

政策平衡难度也因此更大， 同时这种双

重任务也影响了我国市场配置劳动力资

源的法律体系格局。

具体而言， 《劳动法》 承担市场化

改革任务的思路导致《劳动法》 对《民

事雇佣法》 的制度替代， 导致民事用工

制度发育缓慢。 1995 年之后， 在民事

《合同法》 制定的过程中， 雇佣合同最

终被剔除出草案， 其重要的原因在于

“劳动法、 著作权法等法律， 对有关合

同的特殊性问题做了具体规定， 因此在

合同法分则中不再专门规定”。 从此之

后， 直至 《民法典》 制定， 雇佣合同或

者劳务合同等用工合同都未再以有名合

同形式出现在民事立法中。 在此意义上

可以认为， 《劳动法》 及其相关法不仅

是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主干法， 而且

几乎是唯一的立法， 形成一种 《劳动

法》 先行+民事用工法律相对缺失的市

场配置劳动力资源法律体系的基本格

局。

在该立法前提下， 当《劳动法》 的

适用以劳动关系为前提， 司法机关又强

调防止劳动关系扩大时， 就会导致大量

民事用工关系的调整以及民事用工过程

完全处于私人自治的安排之下， 欠缺基

本的法律保护。 而每每用工领域出现问

题， 人们潜意识里就认为这是 《劳动

法》 的问题， 劳动力提供者问题被与

《劳动法》 问题等同， 劳动法律面临的

压力因此倍增。

立足 《劳动法》 完善我国

劳动法律体系

法律制度的发展一定要立足现有法

制状况， 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劳动

法》 格局也因此成为进一步完善劳动法

律体系的基本前提。 立足《劳动法》 的

上述特点， 面向未来， 劳动法律体系应

从如下方面进行制度完善：

其一， 补齐协调用工关系的法律体

系短板。 如上所述， 因为《劳动法》 的

影响， 调整一般民事劳务关系的法律在

我国当前的法律体系中处于规范缺失，

完全由当事人自治安排的状态； 同时，

从理论逻辑和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法治

实践来看， 不仅处于劳动关系中的人需

要法律保护， 处于民事劳务关系中的人

也需要法律保护。 为此， 应补齐民事劳

务关系法律调整的短板。 考虑到当前劳

动法对民事用工制度替代的格局以及制

定不久的 《民法典》 结构稳定的状况，

这一补齐应在劳动立法中完成。 我国劳

动法也将从劳动关系法扩张为有关劳动

的法。 当前， 没有劳动关系的主体也进

行一定劳动权益保护的立法实践， 已经

开启了朝这个方向发展的路径。

其二， 尽快实现劳动关系的分层治

理。 为了防止市场主体的不公平对待，

《劳动法》 在打破身份用工过程中， 采

取了所有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一体对待的

立场， 导致了一把尺子量不同用人单位

和劳动者。 很多时候， 对劳动法的批

评， 不是源于劳动保护标准高或者低，

而是源于法律的针对性不够引发的问

题。 劳动法律作为社会政策很强的法

律， 需要根据主体的不同配置不同的社

会政策和法律规则， 为此应对劳动关系

根据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情况进行分类

治理， 形成标准劳动关系之外的非标准

劳动关系， 提高法律的精细化， 避免

《劳动法》 当前存在的问题。

其三， 《劳动法》 立足工业化大生

产， 未能考虑数字时代用工的特殊性。

故此面向未来， 应完善适应数字时代的

劳动者保护制度。 当前， 我国在新就业

形态领域的大量政策， 应当就是这种适

应数字时代立法的先导。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

授、 博导， 中国劳动学会劳动人事争议

处理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全总工会理论

和劳动关系智库专家。）

□ 《劳动法》 是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的法律表达， 体现了市场经济的理念，

与同时期前后颁布的 《公司法》 （1993）、 《担保法》 （1995） 等分别解

决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和资本配置的问题。

□ 《劳动法》 及其相关法不仅是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主干法， 而且几乎是

唯一的立法， 形成一种 《劳动法》 先行 + 民事用工法律相对缺失的市场配

置劳动力资源法律体系的基本格局。

□ 立足 《劳动法》 的特点， 面向未来， 劳动法律体系应从如下方面进行制度

完善： 补齐协调用工关系的法律体系短板； 尽快实现劳动关系的分层治理；

完善适应数字时代的劳动者保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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