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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一）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 所谓法律关系的主体，就是依法享有权利与承担义务的法律关
系的参加者。
相应地，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指依照劳动法享有权利与承担义务的劳动法律关系的参加者。
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一方是劳动者，包括具有劳动能力的我国公民、外国人和无国籍人，即企业、
个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组织的工作人员，与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
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即工勤人员），以及其他通过劳动合同（包括聘用合同）与国家机关、事业
单位、社会团体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等；另一方是用人单位，包括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等
单位及个体经营单位。
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依法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是权利的行使者和义务的承担者。
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构成劳动法律关系的第一要素。
 劳动者作为劳动法律关系主体必须具备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
所谓权利能力，是指法律关系主体能够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能力，权利能力是法律认定法律关系主
体的前提。
所谓行为能力，是指法律关系主体能够以自己的行为行使权利并承担义务，从而使法律关系得以产生
、变更或消灭的能力。
劳动者的劳动权利能力，是指劳动者根据劳动法的规定，能够享有劳动的权利和承担劳动义务的能力
。
劳动者的劳动行为能力，是指劳动者能够以自己的行为行使劳动权利和承担劳动义务，从而使劳动法
律关系产生、变更或消灭的能力。
 劳动者的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具有以下特点： （1）劳动者的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
力开始于16周岁。
我国《劳动法》规定：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
只有年满16周岁的公民才有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才能行使自己的劳动权利并承担劳动义务
。
而我国民法规定，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
只有公民年满18周岁才根据法律的规定享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因此，劳动者的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不同于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2）劳动者的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
只有同时具有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的年满16周岁的公民，才能成为劳动法律关系主体，成为
某一用人单位的职工，二者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
一旦公民丧失了劳动行为能力，也就不再享有劳动权利能力，因此也就失去了成为劳动法律关系主体
的资格。
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是统一的，而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则是可以分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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