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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稿将常凯教授的相关访谈按照不同主题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劳动法律体系与劳动合同立法
；第二部分：正确理解与实施《劳动合同法》；第三部分：劳动合同法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转型；第
四部分：劳动合同法实施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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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常凯  著名劳动法专家，国务院法制办《劳动台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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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劳动法律体系与劳动合同立法　劳权本位：劳动法律体系构建的基点和核心——兼论劳动法
律体系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论劳动合同法的立法依据和法律定位　论政府在劳动法律关系中的主体
地位和作用　劳资不成熟，公权需介入　《劳动合同法》的立法趋向及其对劳动关系的影响　《劳动
合同法》争论继续：谁真正代表工人利益　《劳动合同法》立法主旨：劳动者权益保护　劳动合同法
草案解读　必须严格规制劳动者派遣——论我国劳动派遣的作用及其法律规制第二编  《劳动合同法
》立法主旨与条文释义　《劳动合同法》与劳资博弈　《劳动合同法》对企业劳资关系的影响　《劳
动合同法》对企业管理权的影响　《劳动合同法》对外资的影响　不要误读《劳动合同法》　华为辞
职门：《劳动合同法》不能“应对”　华为事件对于雇主策略的启示和意义　企业规避劳动法律会得
不偿失　《劳动合同法》考验高校用人机制　《劳动合同法》：终结劳动关系“法外运行”　和谐劳
资关系才是立法目的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劳资共同发展第三编  《劳动合同法》与人力资源管理
转型　人力资源管理与劳动关系调整　《劳动合同法》：人力资源管理的挑战和机遇　人力资源管理
亟待法制化　和谐劳动关系与人力资源管理法制化　劳动合同法下的雇主策略　企业社会责任，劳工
问题是核心　适应《劳动合同法》：成于转型毁于规避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逐步改变发展模式　《劳
动合同法》与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第四编  《劳动合同法》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构建和谐社会与劳资
关系法治化　中国劳资关系三十年　劳动法制30年变迁、现状与未来　中国劳动法制的特点和趋向　
和谐劳动关系是和谐社会的基础　劳资关系“法外运行”必须终结　靠吃劳动力红利的时代已经结束
　劳动关系调整与工资增长机制　政府应调整完善劳工政策——一大连日资企业罢工事件所反映出的
问题　普华永道劳资纠纷的启示　跨国公司“工会门风波”解读　“集体返航”凸现民航劳资矛盾　
我们应当重新提起马克思　产业关系转型中的美国和中国——寇肯教授和常凯教授对谈录　创造双赢
的劳资关系局面附录  擎起劳动者权利的天空——记中国人民大学常凯教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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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劳动合同法（草案）》送审稿的第一条规定：“为了调整劳动关系、规范劳动合同，维护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制定本法。
”这种表述几乎就是《啥同法》的翻版。
几经修改，在全国人大公开征求意见的《劳动合同法（草案）》中，则表述为：“为了规范用人单位
与劳动者订立和履行劳动合同的行为，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制定本法。
”这是与送审稿在立意上完全不同的一种表述，即《劳动合同法》是以《劳动法》为立法依据，是以
保护劳动者为立法主旨，以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为立法目的。
但这种表述方式恰恰又成为《劳动合同法（草案）》征求意见中一个争论的焦点，即《劳动合同法》
是否只保护劳动者还是应该保护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
　　如果从民法的原则出发，当然应该保护合同双方当事人，如果从劳动法的原则出发，其立法主旨
没有疑义的是保护劳动者。
民法的立法假设是将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关系看成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主体之间的平等关系，而劳动法的
立法假设则是将劳动合同关系看成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实际上的不平等的“从属关系”。
①　　在现实中，《劳动合同法》所规范个别劳动关系，当事人双方是平等主体的假设并不存在。
《劳动合同法》的作用就在于通过劳动法律的矫正功能追求一种实质上相对平等的关系。
这种校正功能的基本手段，即是通过公权力的介入，适度限制雇主的权利以保障劳动者的权利，使个
别劳动关系实现相对的平等或平衡。
　　从立法假设的角度来看，劳动法是将雇主设定为侵害劳动者权利、引发劳资冲突的最直接主体而
来构建法律体系的。
②因而，劳动法对于雇主而言更多的是限制而不是保护。
如日本劳动法学家片冈舜指出的：“从法的中立性和公共性的观点来看，法律应在劳资关系中保持不
偏不倚的立场。
但就劳动法的性质来说则是不可能的。
劳动法产生的历史性质，使得保障劳动者的生存，成为劳动法的规范原理。
劳动法的解释，必须从劳动法产生的基本社会背景，以及劳动法的基本的社会作用出发。
”③　　《劳动合同法》对于雇主的限制主要表现为，作为民事合同中的一般权利，如缔结合同和解
除合同，在私法中是当事人的自由，但在劳动合同法中则有许多法定的限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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