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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学精品课程系列教材·社会法学系列：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由18章构成，系统地论述了劳
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的基本理论和历史发展，全面地阐释了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的主要制度和规定，及
时地反映了劳动与社会保障立法的新动态和劳动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新经验，并注意吸收和借鉴了
国内外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
《法学精品课程系列教材·社会法学系列：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在归纳和分析当前社会法学界的各
种主要观点和思想的基础上，对学科体系进行了较为合理的调整，反映了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的研究
成果和教材编写的最新水平。
《法学精品课程系列教材·社会法学系列：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既可以作为高等学校法学、经济学
和管理学等专业学生的教材，也可供社会实践部门从事法律、劳动与社会保障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书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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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智华，中南财经经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劳动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劳动关系分会理事，中国法学会社会法学研
究会理事，湖北省经济法研究会常务理事，武汉市民商法研究会常务理事。
主要从事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经济法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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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劳动法律关系的特征 （1）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双方具有平等性和隶属性。
劳动法律关系主体一方是劳动者，另一方是用人单位。
在劳动法律关系建立前，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是平等的主体，双方是否建立劳动关系以及建立劳动关系
的条件由其按照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依法确定。
劳动法律关系建立后，劳动者是用人单位的职工，处于提供劳动力的被领导地位；用人单位则成为劳
动力使用者，处于管理劳动者的领导地位，双方形成领导与被领导的隶属关系。
劳动法律关系的该特征与民事法律关系主体间具有平等性、行政法律关系主体间具有隶属性相区别。
 （2）劳动法律关系具有国家意志为主导、当事人意志为主体的属性。
劳动法律关系是按照劳动法律规范规定和劳动合同约定形式形成的，既体现了国家意志，又体现了双
方当事人的共同意志。
劳动法律关系具有较强的国家干预性质，当事人双方的意志虽为劳动法律关系体现的主体意志，但它
必须符合国家意志并以国家意志为指导，国家意志居于主导地位，起统帅作用。
这与民事法律关系具有平等性、反映双方当事人的意志以及行政法律关系具有隶属性的法律关系、具
有国家强制性相区别。
 （3）劳动法律关系具有在社会劳动过程中形成和实现的特征。
劳动法律关系的基础是劳动关系。
只有劳动者同用人单位提供的生产资料相结合，实现社会劳动过程中，才能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
形成劳动法律关系。
实现社会劳动过程，也就是劳动法律关系得以实现的过程。
 三、事实劳动关系 事实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没有订立书面合同，但双方实际履行了劳动
权利义务而形成的劳动关系。
其特征是：劳动者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遵守用人单位的劳动纪律，获得用人
单位支付的劳动报酬等。
 根据有关规定，劳动合同期满后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又实际履行的，一般以原劳动合同条件确定双
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但不能以原合同期限推定为新的劳动关系的期限。
劳动合同期满后形成的劳动关系，其履行期限在法律上处于不明确状态，法理上将其定性为不定期合
同。
鉴于有关规定对此种情况结束劳动关系是否给予经济补偿金不明确，新颁布的《劳动合同法》第46条
明确规定，劳动者方或用人单位方依据《劳动合同法》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终止等法定事由
发生时，用人单位须支付经济补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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