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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劳动法基本概念的法哲学研究：基于和谐劳动关系法律建构视角》将从类型化法学思维方法切
入，反思现有研究的得失，阐明构建内部和谐与外部稳定的劳动者权利的概念体系应遵循的思维步骤
，勾勒出作为“规定功能的法概念”的劳动者权利之于劳动法律制度体系化功能的意义脉络。
这种宏观而抽象的概念构建需要法律技术措施加以具体化，才能使其具有规范意义。
这些意义应在劳动者权利体系化规范中顺乎逻辑地展开，自然地展现出必须借助法律构造类型的构建
方法，将劳动者权利规范整体的“内在”意义脉络清楚呈现并使其维持彼此有意义地相互结合的状态
，以明确包含于权利类型中的个别特征。
然而，仅是建构类型仍不足以完整呈现体系化规范的意义脉络，必须使类型化规整与法律原则协调起
来才能超越个别规范，将规整整体的法律思想及评价标准显现出来。
因此，劳动者权利类型化的规范意义只有在劳动法原则的指引下才能找到具体化的方向，形成整体与
局部、规范与经验相协调的内部体系。
同时，只有考虑不同程度的具体化形式，并且使这些形式彼此间具有一定的关系，才能建构出稳定的
权利规范体系。
因此，作为“规定功能的法概念”，劳动者权利可以作为沟通劳动者权利原则与规范之间的“桥梁”
，它必须清楚地表达原则与规范之间的关联方式，这就有必要仔细区分权利规范的生活事实与权利规
范本身。
霍菲尔德的权利分析理论无疑对此助益甚宏。
将类型化的劳动者权利的主导形象通过权利的“元形式”结构表达其规范意义，使原则与制度之间错
落有致地搭配，从而将劳动法秩序的基本思想贯穿到劳动者权利规范体系的最深处，形成外部稳定的
权利体系。
在完成对劳动者权利概念构建的完整叙述之后，一个“应然”的劳动者权利体系框架可以作为反思我
国现有的劳动者权利规范体系的“镜像”，并为其提供某种转向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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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对等决定劳动条件原则。
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应获得与雇主平等决定劳动条件的权力。
劳动条件是劳动者的生活条件，是劳动者基本利益的载体。
在雇佣劳动关系中，劳动条件的提供是雇主义务，但由于劳资之间实际力量的不对等，压低劳动条件
，迫使劳动者陷入贫困是雇主滥用优势地位的主要方式，这极大地损害了劳动关系正义秩序。
关系正义理念倡导的公平对待劳动者首要的是使其获得自主决定自身生活条件的法律能力。
劳动条件如果只能由雇主决定或者由国家援助来实现，劳动者则始终没有自主决定能力，当劳动者连
自己该过怎样的生活都无法决定时，很难说他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更不用说是公民了。
然而，要使其获得与雇主平等决定劳动条件的权力，就必须解释它与劳动者从属身份之间可能存在的
张力：首先，现代人权法的基本理念永远不会支持“卖身为奴”的正当性，因此，劳动者虽因劳动合
同而应服从雇主的劳动管理，但并不因此失去其独立的人格。
作为一个公民，劳动者之所以服从于雇主，不是因为他愿意或不得不为雇主利益服务，他只是以“服
从”的形式与雇主合作来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
如果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反思，劳动过程是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过程，雇佣劳动创造的价值
是由劳动者与雇主合作实现的，雇主虽然有权管理劳动，但却无权独享对劳动创造的价值分配权。
劳动者因其劳动理应获得与雇主平等决定分配方式的身份与权力。
因此，公平对待劳动者首要的是承认劳动者有与雇主平等决定劳动条件的权利，劳动者具有在不改变
劳动关系从属性的前提下，实现改造劳动关系结构使之变得公平的自主能力，当他有能力这么做的时
候，他就获得了在劳动关系中实现公民身份的政治权利。
可以说，对等决定劳动条件原则是为劳动者公民身份中政治权利提供了伦理说明与制度构建的方向。
　　（2）保护劳动者人权原则。
劳动者作为公民，他的身份是自由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的复合体。
对等决定劳动条件原则是为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政治权利提供说明，但是，此项权利的发展受到经
验、政治与经济社会的进展以及观念的变迁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劳动者政治权利的实现，殊非一日之
功，但劳动者作为人的基本利益的维护，却须臾不可无。
因此，利用公权力乃至社会力量为劳动者基本人权构筑一道“安全网”无疑是必须的。
保护劳动者人权原则旨在为劳动者基本权利提供强制性保障措施，它与对等决定劳动条件原则一起形
成构建劳动者公民身份权利体系的基本原则。
它主要包含以下规范性原则：①均等待遇原则：雇主不得以劳动者的国籍、信仰等社会身份或者性别
、种族等自然因素而在劳动条件决定上采取不公正的区别对待以侵犯其合法权益。
这一原则将平等贯彻到劳动者之间的关系，防止雇主滥用权利限制劳动者行使其公民权利并为塑造公
平竞争秩序奠定基础。
②排除中间榨取原则：对职业介绍、劳动者募集以及劳动供给等行业存在的有形或无形的通过转卖劳
动力直接谋取差价的行为应予以禁止，还应注意防范以差别待遇出现的变相的中间榨取行为。
例如，我国目前“泛滥成灾”的劳务派遣业，很多企业使用派遣劳动者而不给予其同等待遇，用人单
位借此巧妙地从劳动者身上榨取某种差价，这根本不是所谓的歧视，而是一种赤裸裸的中间榨取行为
，应视为侵权并严厉禁止之。
③劳动者公民权行使的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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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劳动法基本概念的法哲学研究--基于和谐劳动关系法律建构视角》由曹燕所著，本书凭借评价法学
的理论资源，采取类型化的思维步骤，提出一种构建内部和谐与外部稳定的劳动法学基本概念体系的
可能的思维范式，并将以法律关系的要素为纲，顺乎逻辑地将这些意义展现出来，供读者阅读学习。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劳动法基本概念的法哲学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