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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劳动关系概述

二、劳动关系系统及其运行

（一）劳动关系系统的概念和特点

1.

概

念

也称产业关系或劳资关系系统，指现代社会系统中以劳动关系为基本关系所构成的包括劳动关系的内

部构成和外部环境因素交流互动的有机整合体。

2.

特

点

（1）劳动关系系统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是其他基本系统（社会、经济和法律）的相互交

叉重叠部分，而社会、经济和法律系统又构成了劳动关系存在的基本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

（2）劳动关系系统的基本要素是以个体或群体身份出现的，劳动关系系统的运行是能动的。劳动关

系系统的运行除了受客观条件的制约之外，还受人的主观思想的影响。劳动关系是一个复合的开放过

程。

（3）劳动关系的稳定与整体功能的优化，需要各要素的有机搭配与协调。追求劳动关系整体功能的

优化，成为研究劳动关系系统的重要目的。而劳动关系系统的运行围绕着适应环境而展开：

①政治和社会环境的投入是劳动关系系统存在的社会条件；

②三方主体（即劳动者与工会、雇主与雇主组织、政府）是劳动关系系统的直接参与者；

③意识形态对于三方关系处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④三方博弈的结果又对于劳动关系的环境产生影响；

⑤劳动关系系统运行或转换过程的结果或产出是规则，规则又反过来直接规范劳动关系的运行。

三、劳动关系系统及其运行

（二）劳动关系系统的运行

劳动关系系统的运行是指劳动关系系统的组织构成、权利分配以及关系处理和作用发挥的过程和方式。

1.劳动关系运行的两个方面 ①组织机构与相互关系；②关系处理的规则和程序。

2.劳动关系运行过程的三个阶段
①劳动关系的构成；②劳动标准的确定和实施；

③劳动争议的处理和解决。

3.劳动关系系统运行的两种基本形

式
劳动关系的冲突和合作，运行的基本方向是劳动关系的合作。

4.劳动关系系统运行的两种功能
动力和约束功能。本质上，劳动关系系统的运行是以人与人之间的经

济利益关系为主的。

5.劳动关系系统的运行和发展分为

三种状态

良性运行和谐发展；中性运行常态发展；恶性运行畸形发展。

促使劳动关系良性的运行，是劳动关系系统运行的基本目标，也是劳

动关系系统运行机制的基本作用。

6.建立和完善劳动关系系统构成、运

行和冲突处理的机制体系

包括：劳动力合理配置的市场机制、劳动关系建立的契约机制、劳动

标准确立的协商谈判机制、劳动关系规制的法律机制、劳动关系管理

的监察机制。

同步练习题

【例-单选题】下列关于劳动关系系统的说法，错误的是（ ）。

A.劳动关系也称产业关系或劳资关系系统，基本要素都是以个体身份出现的



B.劳动关系系统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

C.以适应环境为目标，稳定的社会环境保障劳动关系有序运行

D.劳动关系的稳定与整体功能的优化，需要各要素的有机搭配与协调

网校答案：A

网校解析：劳动关系系统的基本要素是以个体或群体身份出现的，A项错误。

【例-多选题】下列选项属于劳动关系运行过程的有（ ）。

A.劳动关系的构成 B.劳动者的聘用

C.雇主组织的成立 D.劳动标准的确定和实施

E.劳动争议的处理和解决

网校答案：ADE

网校解析：本题考查劳动关系系统的运行。劳动关系运行的过程主要包含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劳动关系的构成；

第二阶段，劳动标准的确定和实施；

第三阶段，劳动争议的处理和解决。

【例-多选题】劳动关系系统的运行和发展，一般来说可以分为（ ）。

A.良性运行和谐发展 B.中性运行常态发展

C.恶性运行畸形发展 D.劣性运行缓慢发展

E.高速运行健康发展

网校答案：ABC

网校解析：劳动关系系统的运行和发展，一般分为三种状态，即良性运行和谐发展、中性运行常态发展、恶

性运行畸形发展。

（三）劳动关系运行的程序规则和实体规则

劳动关系系统的运行是通过劳动关系运行的规则网络作为基本依据并予以规范和调整的。劳动关系运行的规

则网络是由法律、权力、传统和道德四个方面构成的。

法律 最为基本和一般的规范手段。

权力 政治领域的规范手段。

传统 社会领域的规范手段。

道德 价值理念的规范手段。

这四种规范手段在不同的环境下作用各有不同，其中法律规范是构成劳动关系运行的规则网络的基本构成，

这一构成又分为程序规则和实体规则。

1.劳动关系运行的程序规则

概念
是指劳动关系运行中关于处理的方法和过程的规则要求，劳动关系运行的首要规则是程序规

则，因为没有程序规则就没有实体规则。

基本要求 程序法制化程序法制化是程序规则建立的基本要求。

内容 程序规则的内容涉及劳动关系系统运行的全过程。

具体规则
①个别劳动关系处理规则，即劳动者个人与雇主之间关系处理的规则。这一规则的基本方式

即劳动合同制度。个别劳动关系是构成劳动关系系统的基础关系。



②集体劳动关系处理规则，即劳动者集体与雇主或雇主组织之间关系处理的规则。这一规则

的基本表现方式则是集体合同。集体劳动关系处理规则是劳动关系系统运行的核心规则。

③劳动争议处理规则实际上是劳动关系系统运行中的救济规则，是对于前两个规则的补充。

2.劳动关系运行的实体规则

主要内容是关于劳动者权利的维护，其主要法律表现形式为劳工标准。

（1）劳动者个人权利（个别劳

权）的规定

①具体内容主要涉及劳动条件、劳动标准的确定和实施等。劳动者个人权

利或个别劳权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劳动基本法律文件中。作为最低劳动标

准，体现了国家在劳工权利方面的基本准则。

②劳动者个人的权利，主要包括劳动就业权、工资报酬权、休息休假权、

社会保障权、职业安全卫生权、职业培训权、劳动争议提请处理权等。

（2）劳动基本权（集体劳权）

的规定

劳动基本权的内容通常是指“劳动三权”，即团结权 、集体谈判权和集

体行动权。民主参与权业也发展成为劳动基本权的内容。集体劳权的实现

程度反映了劳资关系法制化和规范化的发展程度。

同步练习题

【例-多选题】下列属于劳动关系规则运行网络的有（ ）。

A.法律 B.权力

C.风俗习惯 D.传统

E.道德

网校答案：ABDE

网校解析：劳动关系运行的规则网络是由法律、权力、传统和道德四个方面所构成 的。其中法律是最为基本

和一般的规范手段，权力是政治领域的规范手段，传统是社会领域的规范手段，道德是一种价值理念的规范

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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