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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劳动权保障与〈劳动法〉的修改》是研究劳动法学理论和劳动法制实践的学术专著，通过深入
系统的研究分析，不仅对劳动法上的劳动、劳动者、劳动权等基本概念进行了学理梳理和界定，而且
提出了劳动关系伦理特质、劳动关系双保护、劳动立法体系构成等学术命题，同时对劳动合同法律制
度、集体协商制度、劳动争议解决机制设计等实践问题进行了创新性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实
践应用价值。
《劳动权保障与〈劳动法〉的修改》可供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法学研究者和学习者作为研究与学习
的参考文献，也可供立法机关、行政部门、司法机关及相关领域的法律实践工作者作为阅读资料和理
论参考，同时也可作为企业、事业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人员，以及劳动法学爱好者、劳动关系当事人
等的阅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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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秦国荣，1965年10月生，法学博士。
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校社会科学处处长。
在《中国法学》、《法学家》等学术期刊公开发表论文近50篇，参编教材及学术论著12部，独立与合
作编著学术论著4部，出版个人专著2部，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江苏省社科
基金等项目4项（其中省部重点项目1项），主持其他科研项目5项，科研成果获江苏省高校人文社科优
秀成果一等奖1项，获教育部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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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法律上的劳动概念：法理逻辑与内涵界定
第二节 劳动者与用工者的概念内涵界定
第三节 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法律区别
第四节 劳动权的权利属性及其内涵
第二章 劳动权保障背后的法律伦理与立法演变
第一节 法律衡平与劳权保障：现代劳动法的价值理念及其实现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前劳动立法的演变及其启示
第三章 劳动权保障中的劳动合同制度设定
第一节 劳动合同的法定条款研究
第二节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劳资伦理定位与制度安排
第三节 服务期协议：概念、本质及其法律效力分析
第四节 劳动合同中止：概念界定、适用情形及制度架构
第五节 劳动违约责任：归责原则、构成要件及立法完善
第四章 劳动权的行政与司法保护
第一节 弱势均衡与劳权保障：劳动监察制度的内在功能及其实现
第二节 劳动仲裁的法律分析与我国劳动争议解决的法律机制选择——对劳动仲裁前置程序的法律批判
第三节 职责与制度：劳资集体协商中的政府角色定位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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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果单纯从概念来看，劳动乃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范畴。
作为人类社会生活中最常见和最基本的活动，它与人和人类社会相伴而生。
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一种基本活动方式或生活方式，人们往往在多重意蕴上使用劳动这一概念，形成
了各学科对劳动内涵及其功能的不同理解。
比如生理学意义上的劳动是指贮藏在人体内的体力与脑力的付出，是指人为获取一定的物质或精神产
品，在其主观意志的支配下，将自己的体力与脑力作用于客观对象的活动过程。
社会学意义上的劳动特指人类的创造性活动，是指人类为自身生存与发展所进行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的
生产创造活动。
哲学意义上的劳动，是指人类特有的社会基本实践活动，是人类通过有目的的活动改造自然并在这一
活动中改造人自身的过程。
这种劳动是指抽象意义上的人类获得经验和知识的过程，是主观与客观相联系的过程，或者说是人按
照自己的意志通过自身的行为作用于客观世界从而改变人类自身、人类社会以及自然界的客观活动过
程。
　　经济学上的劳动，是指劳动力的使用与消费。
它“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
过程”，是人通过有目的的活动来改变自然物的过程。
传统经济学认为，商品之所以具有价值，在于生产商品时耗费了人类的体力和脑力。
这种凝聚在商品之中的人类体力和脑力的付出，被称做抽象劳动。
而由于各个生产者在不同的社会分工条件下，通过不同的生产劳动环节或不同的生产方式从事着不同
的劳动，由此也就生产出了不同的商品，这种在社会分工条件下生产不同商品的劳动被称做具体劳动
。
按照经济学的原理，具体劳动创造和形成了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和形成了商品的价值。
　　我们说，无论是生理学、社会学，还是哲学、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概念，都不能被劳动法直接用
来作为自己的概念范畴加以使用。
生理学意义的劳动乃是人的体力和脑力的付出，这种体力与脑力作为贮藏在人体内的看不见摸不着的
东西，它的付出是一种自然物（能量）的消耗与使用过程。
这种具有物理属性的劳动反映的是物的效能或人与自然的关系，因而不能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
社会学和哲学意义上的劳动作为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客观活动，它表明人类社会可以通过体现自
己意志的劳动活动实现对外在世界的改造和利用，这种劳动作为人类一般意义上的主观与客观相联系
的活动，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活动，它反映的是人类社会中
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法律上特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而这种劳动
同样不是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
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也是如此。
因为作为形成商品价值的抽象劳动，乃是生产者体力与脑力的付出，前已述及，它不能成为法律调整
的对象。
而形成商品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乃是劳动者在一定社会分工基础上运用特定的生产工具，按照特定
生产流程所进行的创造具体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产品）的活动。
这种劳动活动是随着人类社会的科技进步、社会分工、市场需求等不断变迁而发生变化的，因而法律
根本无法将其纳入自己的调整范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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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秦国荣等编著的《劳动权保障与劳动法的修改》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劳动权保障与《劳动
法》的修改”的最终成果，课题立项号：05BFX026。
全书共四章节，内容包括与劳动权相关的法学范畴及其内在逻辑、劳动权保障背后的法律伦理与立法
演变、劳动权保障中的劳动合同制度设定。
本书可作为企业、事业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人员，以及劳动法学爱好者、劳动关系当事人等的阅读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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