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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二，服从义务，即劳动者在劳动上服从用人者指挥、监督的义务。
劳动者劳动的方法、地点、时间除根据法律、劳动合同及特别约定之外，还应服从用人者的指示。
但如果其指示有违法、不道德及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情形，劳动者有权不服从。
一般情况下，劳动时间之外，劳动者无服从义务，除紧急情况以及家庭劳动外。
 第三，保密义务，即劳动者不得泄露其所知道的用人者在生产上或商业上的秘密。
凡用人者在商事上或技术上有不使第三人知道之内容，劳动者应保守秘密，尤其不得将这些内容有偿
或无偿地泄露给用人者的竞争对手。
在家庭劳动中，劳动者不得泄露其用人者的家庭秘密，尤其是家庭中的隐私。
如果劳动者所从事的是经营或代办工作，非经用人者允许，不得为自己或第三人经营与其所办理之事
项同类的事项，也不得为同类用人单位的股东，否则，用人者有权请求将其获利作为赔偿。
 第四，增益义务。
劳动者对于用人者的业务负有增益义务，即劳动者应尽职尽责工作，对于工作中所知的有利于增加效
益或改进工作的意见应报告用人者，以促进改进工作或增加效益。
而且不得因收受贿赂或其他原因从事对本业务不利的工作。
这里便涉及一个在劳动法中谓之“附劳动”，在大众词语中为“第二职业”的问题。
对此问题，一些国家的劳动法都规定，未经用人者同意，不得与第三人订立新的劳动合同，但不损害
其原劳动合同履行的除外。
特别附加的条件是：“附劳动不属雇用人之营业范围。
”这一方面是担心受雇人劳动过多，影响原劳动；另一方面表明只要受雇人从事同范围竞争之劳动，
必然损害原雇用人之利益，因而明确禁止。
 第五，损害赔偿义务。
有学者称之为附随义务，即劳动者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其义务时，应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害。
同时，劳动者因故意或过失毁损原料、机器、器具，也应赔偿。
对此义务有几种不同的立法方式，有的采用民法中的违约金制度，有的由双方当事人约定，也有的由
集体合同或行业规则明示。
 就用人者而言，一般也有下列五种义务： 第一，给付义务，即用人者给付劳动者劳动报酬的义务。
这是与劳动者的劳动义务相对应的义务，或者说是劳动者在履行劳动义务后应享有的权利。
劳动报酬通常由劳动合同或集体合同明确规定。
劳动报酬的客体有货币、实物及二者混合之三种。
先前多用实物，渐次发展至今则为货币所取代。
货币给付不仅限于现金，还包括债券票据给付；也不仅限于国内货币，外国货币也可为给付。
这要依法律而定，我国目前在立法上只以人民币为限，但在“外资”企业，工作者实际上并未受此限
制。
实物给付也不仅限于现物给付，有的国家把住宅、土地使用、收益机会等都列入其中，但不能和劳动
者应得的福利混为一谈，区别在于实物给付是由用人者非常规性提供。
混合给付一般用于家庭劳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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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1世纪民商法学系列教材:劳动与社会保障法教程(第3版)》突出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点。
书中不仅反映了最新的理论发展，而且以“理论探讨”、“实务研究”、“典型案例”的形式深入讨
论了理论与实务中的热点、疑点、难点问题。
其中既有存在重大争议的理论与实务问题，也有涉及我国立法、司法与制度建设的最新话题，有助于
更深入地了解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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