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  劳动法律关系概述 

 

（一）劳动法律关系的含义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在实现劳动过程中依据劳动法律规范而形成的劳动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二）劳动法律关系与劳动关系的区别和联系 

 内容 

区别 

（1）劳动关系是生产关系的组成部分，属于经济基础的范畴；劳动法律关系则是思想意志关系的

组成部分，属于上层建筑范畴 

（2）劳动关系以劳动为前提，发生在社会劳动过程之中；劳动法律关系的形成则是以劳动法律规

范的存在为前提，发生在劳动法律规范调整劳动关系的范围之内 

（3）劳动关系的内容是劳动；劳动法律关系的内容则是法定的权利和义务  

联系 

（1）劳动关系是劳动法律关系产生的基础，劳动法律关系是劳动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 

（2）劳动法律关系不仅反映劳动关系，而且当其形成后，便对劳动关系形成积极的影响，即现实

的劳动关系唯有取得劳动法律关系的形式，其运行过程才有法律保障 

 

 

 

 
 

（一）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 

劳动法律关系主体是劳动法律关系的参加者，是劳动权利和劳动义务的承担者。依据劳动法的规定，劳

动法律关系的主体包括劳动者和用人单位。 

 

类型 内容 

劳动者 

作为劳动法律关系主体的劳动者是按照法律和劳动合同的规定，在用人单位管理下从事

劳动并获取劳动报酬的自然人。要成为劳动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需满足以下条件： 

（1）达到法定年龄且具有劳动行为能力，达到 16 岁及以上。 

（2）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 

用人单位 
包括企业、个体经济组织 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 

同时 ，与劳动 建立劳动关系的国家机关、事业组织 社会团体也是用人单位 

 

（二）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 

  劳动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通常称为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法律关系的客体一

般包括物、精神财富和行为，而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一般表现为一定的行为和财物。   



类型 内容 

行为 

行为包括劳动行为和其他行为。 

 劳动者的首要义务是履行劳动行为，完成劳动任务； 

 用人单位的首要任务是履行支付劳动报酬的义务。 

劳动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的体现，要求劳动者有完成用人单位交付的工作任务的行为，

用人单位有对全部劳动过程实施管理的行为等。 

财物 

劳动法律关系中直接体现双方当事人物质利益的实物与货币，如劳动报酬、劳动保护、社会保

险及福利待遇等。劳动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要通过一定的财物来体现，即通过做出一定

的行为，获得一定的物质回报来体现。 

 

 

 

劳动法律关系主体双方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一）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 

1.基本权利 

（1）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 

（2）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 

（3）休息休假的权利 

（4）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 

（5）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 

 

（6）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权利 

（7）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 

（8）享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包括：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参加职工民主管理的权利，参加劳动竞

赛、提合理化建议的权利，对违反劳动法律、法规行为进行监督的权利等 

 

2.应履行的义务 

（1）完成劳动任务 

（2）提高职业技能 

（3）执行劳动安全卫生规程 

（4）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 

（5）其他的劳动义务 

 

（二）用人单位的权利和义务 

1.基本权利 

（1）劳动用工权；两层含义，一是招工权，二是用人权。 

（2）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 

（3）工资奖金分配权 

 

2.应履行的义务 

（1）为劳动者劳动权利的实现提供条件保障。 

（2）建立职业培训制度，建立职业培训制度，按国家规定 

提取和使用职业培训经费，有计划地对劳动者进行职业培训。 



（3）认真履行劳动合同。 

（4）为劳动者组建工会及工会依法开展的活动提供帮助， 

就职工参与民主管理和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等事宜，依法与工会或职工代表进行平等协商 

 

（5）依法保证并合理安排劳动者的休息和休假。 

（6）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按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工资及各项待遇。 

（7）保护劳动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依法建立各项安全卫生制度及内部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严格执行国

家安全卫生标准。 

（8）依法保障女职工和未成年劳动者享有特殊的劳动保护待遇。 

（9）依据国家规定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创造条件兴办集体福利事业，改善劳动者的福利待遇。 

 

（三）公平就业 

劳动者平等获得就业机会的权利，是公民由《宪法》所赋予平等权在就业方面的具体体现。具体体现在： 

（1）妇女就业平等权 

（2）少数民族劳动者就业平等权 

（3）残疾人就业平等权 

（4）传染病病原携带者就业平等权 

（5）农村劳动者进城就业平等权 

关于处理就业歧视的方式，《就业促进法》规定，实施就 歧视的，劳动者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例题·单选】下列情形中，属于用人单位应当承担的法定义务是（  ）。 

A．提供职业技能鉴定  

B．依法解除劳动合同 

C．改善劳动者福利待遇  

D．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答案】C 

【解析】用人单位应当依据国家规定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同时创造条件兴办集体福利事业，改

善和提高劳动者的福利待遇。 

 

 
 

 

 

（1）劳动法律关系的产生：是指劳动法律关系主体之间为实现一定的劳动过程，依照劳动法规，通过签订劳

动合同而建立的劳动权利与劳动义务关系。  

（2）劳动法律关系的变更：是指劳动法律关系主体间已经形成的劳动法律关系，由于一定的客观情况出现而

引起法律关系中某些要素的变化。如双方履行劳动合同中，经协商变更了工作岗位等。  

（3）劳动法律关系的消灭：是指劳动法律关系主体间的劳动法律关系依法解除或终止，即劳动权利与劳动义

务的消灭。 

 



 

 

第三节  劳动法的内容 

 

一、劳动法的表现形式 

劳动法律规范的具体形式，也称为劳动法的渊源。 

（1）《宪法》中有关劳动问题的规定。 

（2）《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 

《社会保险法》、《工会法》、《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 

（3）《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禁止使用童工规定》、《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等

国务院制定的劳动行政法规。 

 

（4）地方性劳动法规。 

（5）《集体合同规定》、《最低工资规定》、《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等

国务院劳动行政部门和地方政府制定的劳动规章。 

（6）我国政府批准生效的国际劳工公约和建议书。 

（7）其他规范性文件。 

 

二、劳动法确立的主要制度 

类型 内容 

促进就业制度 
用人单位招用人员和劳动者求职过程中所必须遵循的职业技能开发、就业服务、失

业救助等法律制度 

劳动合同与集体合

同制度 

规范劳动合同签订、变更、解除、终止行为及其法律责任的法律制度；集体合同由工

会组织或职工推举的代表与用人单位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

卫生、保险福利等事项订立的书面协议，并用于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制度 

劳动标准制度 
国家为保护劳动者利益而制定的有关工作时间、工资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与

卫生、特殊劳动保护等劳动条件和劳动待遇方面的法律制度 

职业培训制度 
国家、企业等组织为提升劳动者技能素质、增强劳动者就业和 

工作能力等而制定、提供的相关制度 

社会保险制度 
国家为使劳动者通过参加社会劳动后在年老、患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能

够获得物质帮助和补偿的法律制度 

劳动争议处理制度 解决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发生的劳动争议而制定的法律制度 

 

三、我国批准的国际劳工公约 

（一）已批准的国际劳工公约 

  从 1930 年起，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先后批准了 14 个国际劳工公约。 

  我国于 1984 年 5 月全部承认上述 14 个国际劳工 

公约。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有计划地开展国际劳工公约的研究，又批准若干公约。 

 

（二）部分劳工公约的主要内容 



  《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的主要内容是在就业、培训和工作条件方面消除基于种族、性别、肤色、宗

教、政治信念、民族血统或社会出身等各种歧视。 

  《准予就业最低年年龄公约》（不得低于 15 岁，经济不发达地区，协商后，规定最低年龄为 14 岁） 

 

【例题·单选】（  ）属于劳动行政法规。 

A．《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B．《最低工资规定》 

C．《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 

D．《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劳动法的表现形式。《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禁止使用童工规

定》、《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等国务院制定的劳动行政法规。 

 

【例题·单选】劳动法的表现形式是指劳动法律规范的具体形式，也称为劳动法的（  ）。 

A．渊源  

B．适用范围 

C．适用条件  

D．适用要求 

【答案】A 

【解析】劳动法的表现形式是指劳动法律规范的具 

体形式，也称为劳动法的渊源。 

 

本章小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