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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指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

于1994年7月5日通过，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法》。广义上的劳动法是指调整劳动关系以及与劳

动关系有密切联系的其他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2、劳动

关系：劳动法中所称的劳动关系是指在实现社会劳动过程中

，劳动者与所在单位（即用人单位）之间的社会劳动关系。

劳动法所调整的这种劳动关系，也可以称之为狭义的社会劳

动关系。 3、劳动法的体系：是指劳动法各项法律制度的结

构体系。我国劳动法的体系由促进就业制度、劳动合同和集

体合同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组成。 4、劳动法的基本原则：是

制定劳动法制度和法律规范的指导思想，是调整劳动关系以

及与劳动关系有密切联系的某些关系的基本准则。劳动法的

基本原则贯穿、体现在劳动法制度和法律规范之中。确立我

国劳动法的基本原则应以我国宪法为基本依据。 5、劳动法

律关系：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依据劳动法律规范，在实际

社会劳动过程中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它是劳动关系在法律

上的表现，是劳动关系为劳动法律规范调整的结果。 6、劳

动法律关系的要素：是指构成各种劳动法律关系不可缺少的

组成部分。任何一种劳动法律关系，都是由劳动法律关系主

体、劳动法律关系内容和劳动法律关系客体这三个基本要素

构成的。 7、劳动法律关系主体：是指在实现社会劳动过程

中依照劳动法律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当事人。它是劳动法



律关系的参加者，具有特定性。劳动法律关系主体是构成劳

动法律关系的第一要素。 8、劳动权利能力：是指依法享有

劳动权利和承担劳动义务的资格或能力。只有同时具有劳动

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的劳动者，才能充当劳动法律关系

的主体。 9、劳动行为能力：是指以自己的行为依法行使劳

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务的能力。只有同时具有劳动权利能力

和劳动行为能力的劳动者，才能充当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

10、劳动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劳动法律关系主体双方依法

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它是劳动法律关系的基本要素，

是联结劳动法律关系主体与客体的媒介，也是劳动法律关系

的核心和实质。 11、劳动法律关系客体：是劳动法律关系主

体双方的权利义务共同指向的对象。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必

须共同指向同一对象，才能形成劳动法律关系。客体是构成

劳动法律关系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只

能是劳动者的劳动行为。可分为完成一定工作成果的行为和

提供劳务活动的行为。 12、劳动法律事实：是指劳动法律规

范规定的，能够引起劳动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的客

观情况。它是引起劳动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必要条

件。分为行为和事件两大类。 13、行为：是劳动法律事实的

一种。是指以行为人（包括单位）的意志为转移的法律事实

。它是行为人根据劳动法律规范，按照自己的意志作出一定

行为和不作出一定行为，或者要求他人作出一定行为和不作

出一定行为，从而引起劳动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

它可以分为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 14、事件：是劳动法律事

实的一种。是指不以行为人（包括单位）的意志为转移的法

律事实。它虽然不以行为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能够引起劳



动法律关系的变更或消灭。事件包括自然现象，也包括劳动

能力暂时或永久消失。 15、劳动法律关系的产生：是指劳动

者同用人单位依据劳动法律规范和劳动合同约定，明确相互

间的权利义务，形成劳动法律关系。产生劳动法律关系的劳

动法律事实，只能是劳动法律关系主体双方的合法行为，而

不是违法行为。 16、劳动法律关系的变更：是指劳动者同用

人单位依据劳动法律规范，变更其原来确定的权利义务内容

17、劳动法律关系的消灭：是指劳动者同用人单位依据劳动

法律规范，终止其相互间的劳动权利义务关系。劳动法律关

系的消灭，就是劳动权利义务关系的消灭。消灭劳动法律关

系的劳动法律事实，包括行为人的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及事

件。 18、劳动就业：是指具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在法定劳动年

龄内从事某中有一定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社会职业。 19、

劳动就业服务企业：是承担安置城镇失业人员任务，由国家

和社会扶持，进行生产经营自救的股份合作制集体所有制经

济组织。 20、职业介绍机构：即职业介绍所，是指依法设立

的，从事职业介绍工作的专门机构。分为境内职业介绍机构

和境外职业介绍机构两类。 21、劳动合同：亦称劳动契约，

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为确立劳动关系，依法协商达成

的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劳动合同是确立劳动关系的法律

形式。 22、劳动合同的订立：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为

建立劳动关系，依法就双方的权利义务协商一致，设立劳动

合同关系的行为。 23、正式工劳动合同：按劳动者是否在编

，劳动合同可分为正式工劳动合同和临时工劳动合同。正式

工劳动合同是正式职工劳动合同的简称，是指用人单位在编

制定员内与劳动者订立的劳动合同。适用于常年性工作岗位



的职工。 24、临时工劳动合同：按劳动者是否在编，劳动合

同可分为正式工劳动合同和临时工劳动合同。临时工劳动合

同是指用人单位在编制定员外与从事临时性工作的工人订立

的劳动合同。适用于从事短暂的、临时性工作的工人。 25、

录用合同：按照用人方式不同来划分，劳动合同可以分为录

用合同、聘用合同和借调合同。录用合同是录用单位与被录

用劳动者之间，为确立劳动关系，明确相互权利义务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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