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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劳动关系究竟如何实现转型？
总的说，应从计划经济下的劳动关系转型为市场经济下的劳动关系，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主体、配置方
式、劳动力供求双方关系及其特点都要转变。
计划经济下劳动力配置主体是政府，配置方式是行政指令，那时劳动关系就是干群关系。
计划经济时期，从工人到班组长、工段长、车间主任、厂长，再到主管局、国家部委，完全是行政关
系，没有劳动力供求关系。
干群关系的特点是上下层级关系。
现在要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把配置主体转变为劳动力的供方和需方，即企业主和普通劳动者，
如果还是政府充当资源配置主体就谈不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
现在，配置方式是通过劳动合同，这和过去的行政指令不一样了，关系是契约关系。
是否聘用与是否应聘由劳动力供求双方自愿选择。
这应该是转型的方向。
同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现代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关系的特点是集体谈判，而不是单个工人与单个企业
家的关系。
这可称为劳动力市场的组织行为，或是劳动力市场的集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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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雇主和雇主组织 （一）雇主和雇主组织的概念 “雇主”是各国企业在建立劳
动关系过程中，所有者和经营者自然身份的通常表述。
相比雇员的概念，雇主概念的重要性不及雇员概念。
很多时候雇主的概念依靠于雇员的概念而定。
 例如，在德国，雇主的概念需要通过雇员来定义，雇员的劳动合同另一方当事人是雇主。
雇主可能是自然人、法人，也可能是商事合伙。
法人机关和商事合伙有代表权的合伙人是雇主指令权的行使主体。
因此，绝大多数的意见排除了这些人同时是雇主。
但也有反对意见者。
 在美国，雇主是“直接或间接的为了与雇员相对应的雇用方的利益而行事的任何人”。
可见其范围相当宽泛。
在决定某主体是否为《公平劳动标准法案》的雇主时，关键在于所谓的雇主对其工人是否有控制的权
力。
在确定某一主体是否具有“雇主身份”时，通常需要考虑以下因素：（1）该主体是否享有雇用和解
雇雇员的权力；（2）该主体是否可对雇员进行工作安排或对雇佣状况进行监督和控制；（3）该主体
是否享有确定工资支付比率及方式的权力；（4）该主体是否保存雇佣记录。
在判断雇主身份时，法院也需要综合考虑以上诸因素。
在美国，雇主不仅包括法人或企业，个人也可能被认定为具备雇主身份，从而承担雇主的责任。
“雇主”的个人责任可能产生于雇主在公司中所享有的所有者权益或对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所享有的
有效控制权利。
雇主的法定含义应当是“足够广泛的”，“雇主”应包括那些虽然不拥有雇佣者公司的所有权权益，
但可以有效支配公司的管理活动，或者为了公司的利益进行活动或有权利这样活动的人。
美国法律规定，雇主包括实际控制公司雇佣事务的个人。
 从以上关于雇主的定义和范围看，雇主的范围相当广泛，不仅法人可以充当雇主，合伙甚至自然人都
可以充当雇主，而且事业主或者负责人都可以成为劳动法上的雇主，并承担雇主的义务和责任。
可见，在雇主范围的认定上，是否具有指挥和控制的权力是判断雇主身份的重要标准，而且公司对雇
员的管理和控制事实上必须由个人来完成，因此，个人也可以被认定为雇主。
 雇主组织是指由雇主（用人单位）依法组成的，旨在代表、维护雇主利益，并努力调整雇主与雇员以
及雇主与工会之间关系的团体组织。
维护雇主利益、建立协调的劳资关系、促进社会合作，是雇主组织建立的宗旨和目标。
但在具体的内容上稍微有些差别。
雇主组织（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行业协会及各类商会等民间组织）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市场
经济运行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雇主组织非常发达，在经济发展与社会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雇主组织，广泛服务于经济与社会活动，在参与立法与国家
政策的制定、国际贸易的管理、行业的协调管理、国内外市场调研与风险预测、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
制等经济与社会的服务中，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雇主范围的扩张是一种潮流。
现阶段，日本、美国将与“雇用劳工之事业主、事业经营之负责人或代表事业主处理有关劳动事务之
人”类似的公司高管人员视为雇主，让其在某些情况下连带承担与劳动者订立协议之用人单位的责任
，以促进劳动法的顺利实施。
 （二）雇主组织的发展 由雇主结合而成的团体即为雇主组织。
雇主组织大都以雇主协会的形式存在。
大多数雇主协会最初是在地方一级建立，或者是在地区一级建立。
但随着信息交流的加快、交通的逐步发达和工会组织的不断壮大，地方一级的雇主协会已经不能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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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因此，许多地方性或地区性的雇主协会合并成立了全国性的雇主协会，或直接在全国一级成立了雇主
协会。
英国在19世纪中叶便有了全国性的行业雇主协会，多数欧洲国家全国性雇主组织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
纪初建立的。
 雇主协会成立之初，由于雇主组织的组织和运作还不规范，使雇主组织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各方面的
压力。
会员企业对于劳工政策、发展目标的不统一以及考虑各自的经济利益，都不愿使自己的观点让位于同
一协会中竞争对手们的观点。
但随着雇主组织作用的发挥，共同利益超越了自身的利益，使雇主组织逐步被大多数会员企业认同。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许多西方国家都建立了稳定的全国性和行业性雇主协会。
战争也使这些协会获得了法律地位，因为战时政府让雇主协会参与了经济活动，特别是紧缺物资的分
配及生产、流通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使雇主组织为战争的顺利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其作用被社会
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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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外集体谈判机制研究》包括了国外集体谈判概述及发展趋势；各国集体谈判立法的层次和形式；
国外集体谈判的主体研究；我国集体协商主体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对我国的借鉴和政策建议；国外
集体谈判的规则；国外集体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研究等内容。
《国外集体谈判机制研究》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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