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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收藏夹 第1章 劳动法 1、 劳动法的概念： 劳动法是指调整

劳动关系以及劳动关系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社会关系的法律。

2、 劳动法所调整的劳动关系的以下特点： 第一：劳动关系

发生的原因是实现劳动的过程，即劳动者要直接参加某种生

产物品或提供服务的过程。 第二：劳动关系是在用人单位录

用了劳动者，使劳动者与劳动过程有了联系之后才发生的。 

第三：劳动关系是由职业的有偿的劳动而发生的关系，非职

业的劳动、无偿的劳动、义务劳动所发生的关系都不由劳动

法调整。 3、 劳动法所调整的其他关系：劳动关系是构成劳

动法调整对象的最主要、最基本的一种关系，但并不是劳动

法调整的惟一的关系。除了劳动关系之外，劳动法的调整对

象还包括那些与劳动关系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社会关系。 4、 

现代劳动法的主要制度： （1） 就业促进制度 （2） 集体谈

判和集体合同制度 （3） 劳动标准制度 （4） 职业技能开发

制度 （5） 社会保险制度 （6） 劳动争议处理制度 （7） 劳动

监督检查制度 5、 就业促进制度 促进就业制度主要包括国家

的就业方针，政府有关部门在拓宽就业渠道、提供就业服务

、实施失业保护等方面的责任和措施，以及对妇女、残疾人

、少数民族人员、退出现役的军人等特殊群体的专门促进措

施等内容。 6、 集体谈判的含义 集体谈判是指，员工代表（

通常是工会代表）和单位行政部门或者雇主之间就劳动条件

的改善和劳动关系的处理问题进行的谈判制度。集体谈判在



我国目前被称为“集体协商”。 7、 集体合同制度主要包括

：集体合同的订立、变更和解除，以及集体合同的形式和效

力等内容。 8、 劳动争议制度属于劳动程序法的内容，它是

为了保证劳动实体的实现而制定的有关处理劳动争议的调解

程度、仲裁程序和诉讼程序的规范。 9、 劳动法的作用： （1

） 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2） 是预防和解决劳动争议的必

要手段 （3） 对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一

，确认劳动者为劳动力所有者，使劳动者在在劳动力市场上

处于劳动力代方主体的法律地位。 第二，通过劳动合同建立

劳动关系，为劳动力供求双方通过市场相互选择和劳动力作

为生产要素在市场上自由流动提供了法律条件。 第三，实行

统一的劳动标准和社会保险制度，使劳动力在使用和流动过

程中得到基本保障，同时，也使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资源

不中断。 10、 劳动法制的建立： 从1949年10月至1957年，是

劳动法制的初步建立时期。当时劳动法的主要要依据是《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9月通过）和 1954年

的宪法。这两部重要文件均原则规定了调整劳动关系的基本

准则。前者就劳动者的结社权、企业民主管理、工作时间、

最低工资、劳动保险、工矿检查等问题，作了规定。后者则

更规范地明确并保证公民所享有的劳动权、休息权、物质帮

助权和受教育权等。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1992

年）对我国工会制度作出了全面的规定。它同《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法》合称姐妹法。 12、《劳动法》的诞生是我国劳

动法制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 《劳动法》的基本宗旨是保护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劳动法》的核心是调整劳动关系； 《

劳动法》的重点是确定劳动标准。 13、我国劳动法的基本原



则： （1） 劳动既是权利又是义务的原则 （2） 保护劳动者

合法权益的原则 （3） 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原则 14、保护劳

动者合法权益的原则的内容： （1） 偏重保护指，劳动法在

对劳动关系当事人双方都给予保护的同时，偏重于保护在劳

动关系中事实上处于相对弱者地位的劳动者，也就是向保护

劳动者倾斜。 （2） 优先保护指，在特定条件下，当对劳动

者利益的保护与对用人单位利益的保护发生冲突时，劳动法

应优先保护劳动者利益。 （3） 平等保护指，全体劳动者的

合法权益都平等地受到劳动法的保护。 （4） 全面保护指，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包括财产权益和人身权益，包括法定权

益和约定权益，无论其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哪个方

面，无论它存在于劳动关系缔结以前、缔结以后或终止以后

。 （5） 基本保护指，对劳动者的最低限度保护，也就是对

劳动者基本权益的保护。 15、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原则内容

： （1） 双重价值取向：劳动力资源的高效率和公平配置。 

（2） 劳动力资源的宏观配置：社会劳动力在全社会范围内

各个用人单位之间的配置。 （3） 劳动力资源的微观配置：

在用人单位内部对劳动者的劳动岗位、劳动时间和劳动量的

安排，即劳动过程中的分工与协作。 16、劳动法律关系要素 

（1） 劳动法律关系主体：是劳动法律关系的参加者，是劳

动权利和义务的承担者。 （2） 劳动法律关系客体：是劳动

权利和义务指向的对象，即劳动力。 （3） 劳动行政法律关

系：是行政规范调整行政关系而产生的一种权利义务关系。 

劳动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包括劳动行政主体和劳动行政相对

人双方。 劳动行政主体指劳动行政机关，兼有劳动行政职能

的其他行政机关。 劳动行政相对人，是劳动行政法律关系中



处于被管理者地位的一方当事人，主要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

。 欢迎进入：2009年国际商务师课程免费试听 更多信息请访

问：百考试题国际商务师、百考试题论坛国际商务

师"#F8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