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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摘 要 

 

内容摘要 

 

劳工团结权又称团结权或者劳工结社权，指劳动者为实现维持和改善劳动

条件之基本目的，而结成暂时的或永久的团体，并使其运作的权利，即劳动者

组织工会并参加其活动的权利。 

 团结权的产生和发展在十九到二十世纪不仅改变了劳动者本身的命运，更

对人类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进入市场经济之后，劳动关系由个体劳

动关系发展至集体劳动关系时期，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的基本要求和

市场经济国家的基本经验。劳动者通过组织和参加工会，以集体的力量来保障

劳动者的权利。因而，研究劳工团结权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除前言外共有四章： 

 第一章对中国法上劳工团结权的构造进行论述，主要对宪法和其他法律、

法规中有关劳工团结权的条款进行了梳理，包括劳工团结权的主体、内容、救

济方式三个主要方面。 

第二章对中国法上的劳工团结权进行了评析，分别对工会的组建与撤销规

范、工会的加入与退出规范、劳工团结权救济规范的具体规定及其不足进行了

评价，分析了法律条文背后我国劳工团结权保护的问题。 

第三章论述了劳工团结权的国家保护义务，从劳工团结权的劳动权属性出

发，分析国家在劳工团结权保障中的“尊重义务”和“保障义务”。  

第四章对中国劳工团结权立法的趋势进行论述，从劳工团结权立法思想的

转变、国家公约对劳工团结权立法的影响和具体法律规范的完善三个方面分析

了劳工团结权的立法趋势。 

  

 

关键词：劳工团结权；国家义务；立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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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ACT 

 

ABSTRACT 

 

The right of unity of laborer means people form a temporary or permanent 

groups, in order to maintain and improve the working conditions .that is, workers 

have the right to organize trade unions and participate in its activiti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ight of unity of labor in the 19-20 century ,not only 

changed the fate of the workers themselves, but also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mankind. After entering the market economy, labor 

relations has change from the individual to the collective relations period, which is 

the basic requirements and experience.under market economy conditions for labor 

relations. The basic condition of collective labor relations is achieve and protect the 

right of unity of labor. so that workers are no longer safeguard their own interests 

alone , but as a trade union groups, to protect the rights of workers. Thus, it is 

important to study the right of unity of labor. 

The first chapter discus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ight of unity of labor in 

chinese law. mainly include analyse the constitution and other laws and regulations 

relating to labor solidarity and the the main body and the content of the right of 

unity of labor . 

The second chapter analyze the right of unity of labor in chinese law.Including 

the formation and the revocation of trade unions, the enter and exit of trade 

unions,the relief of right of unity.and then analyze the legal provisions behind law. 

The third chapter discuss constitution property of the right of unity.and its 

obligation.the obligation include two aspects:the first respect obligation,the second 

protect obligation. 

The fouth chapter analyse the idea of legislation and the direction of the right 

of unity.and then discuss the trend of the right of unity of labor.  
 

Key words: The Right of Unity of Laborer, Obligation of State, Trend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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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1

引  言 

劳工团结权又称团结权或者劳工结社权，指劳动者为实现维持和改善劳动

条件之基本目的，而结成暂时的或永久的团体，并使其运作的权利，即劳动者

组织工会并参加其活动的权利。 

劳工团结权是因劳资双方地位极端不平衡而产生的，是法律赋予劳动者通

过集体的力量来改变个体弱势者地位的有效手段。劳资双方的经济地位和经济

实力相差悬殊，劳动者总是处于被支配的地位。资方通过盈利不断聚集巨资，

从公司到财团再发展为跨国公司，其势力不断增强。因此要形成劳资力量对比

的相对平衡，单靠个体劳动者的力量是难以实现的。以集体的力量来保障劳动

者的权利，让劳动者通过工会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是保护劳工权利的一条必由

之路。因而，研究劳工团结权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劳工团结权研究的前沿国家是德国、日本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我

国学界对于劳工团结权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介绍

性的论述劳工团结权的概念和性质。二、介绍劳工团结权在劳动三权（劳工团

结权、集体谈判权、罢工权）中的地位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三、分析不当

劳动行为和我国劳工团结权立法的特点。 

本文拟对中国法上的劳工团结权进行一个梳理并加以分析，进而得出我国

劳工团结权发展的趋势。本文有两个特点：一、劳工团结权符合劳动权集体保

护的趋势，因而从内容上来说比较有意义；学者对中国法上劳工团结权的梳理

和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因而本文内容具有新颖性。二、本文切入的角度是

梳理并分析我国劳工团结权的立法规定，从而总结我国的立法特点及立法趋

势。这也避免了薛长礼在总结我国劳动权研究是时所批评的“我国劳动权研究

内容多是一般性介绍外国理论和宏观性叙事，而鲜有系统的……研究我国的问

题。”
①
 

                                                        
① 薛长礼．中国劳动权研究评述与理论反思．长白学刊，2007，(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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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第一章  中国法上的劳工团结权构造 

    对不同层级法律规范中劳工团结权的规定进行梳理，不仅可以看出劳工团

结权保护的立法结构和体系，也可以看出劳工团结权立法中的不一致和不完

整。因此，本章将从劳工团结权的主体、内容和救济三个方面，对不同层级的

法律规范进行梳理。 

第一节  劳工团结权的法律渊源 

在我国劳工团结权的法律渊源包括宪法、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全国总工

会制定的《中国工会章程》，这些规范性文件为劳工团结权的保护提供法律依

据。在法律层面的《劳动法》和《工会法》都详细规定了劳工团结权的内容，

作为劳工团结权的法律渊源没有异议；在法规和规章层面，各省的地方工会条

例和办法也都明确规定如何保障劳动者组建和参加工会的权利，因此，也是劳

工团结权的重要法律渊源。本节将着重对宪法和《中国工会章程》进行论述。 

现代法治观念认为，国家权力产生的 终目的是为了保障公民的基本权

利，因此，必须将公民的基本权利纳入宪法的规定中加以确认，从而为基本权

利保障提供依据。宪法主要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确认和对国家权力作出配置，

但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在宪法规范中占有基础性的地位。公民基本权利保

障作为宪法的本质功能，决定了宪法下位的法律、法规亦须以保障公民的基本

权利为核心。公民基本权利是否得到有效保障是衡量一部宪法是否具有现代法

治价值的基本尺度，也是衡量一部宪法是否是良法的主要标准之一。 

因此，从宪法层面对劳工团结权进行确认是劳工团结权保护的基本途径。

纵观世界各国宪法，对劳工团结权的确认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宪法中规定

的劳动权条款。劳工团结权是劳工在劳动的过程中，通过建立和加入工会来保

障其个体权益的权利。根据劳动法的基本理论，劳工团结权是集体劳动关系的

组成部分。因此，劳工团结权可以从宪法中的劳动权条款中推出。另外一种是

宪法直接规定了劳工团结权，即对劳动者成立和参加工会的权利在宪法中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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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规定。例如，《日本宪法》二十八条规定：“保障劳动者的团结的权利、集

体谈判的权利和其他团体行动的权利”。《邦德国基本法》第九条第三款规定：

“保护并促进劳动与经济条件之结社权利，应保障任何人及任何职业均得享

有。凡限制或妨碍此项权利为目的之约定均属无效；为此而采取之措施均属违

法。依第十二条之一、第三十五条之二、三项、第八十七条之一第四项，以及

第九十一条所采之措施，其主旨不得违反本项所称结社保护并促进劳动与经济

条件所为之劳工运动”。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劳工团结权

可以被认为是宪法上劳动权的具体内容之一， 因此，宪法是劳工团结权的法

律渊源。 

除了宪法对劳工团结权所做的规定之外，《中国工会章程》也被认为是一

个重要的法律渊源，《中国工会章程》是由全国总工会制定的内部规则，按照

一般法理其并不是正式的法律，所以也就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根据《 高

人民法院关于产业工会、基层工会是否具备社团法人资格和工会经费集中户可

否冻结划拨问题的批复》第一款“基层工会只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

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工会法和《中国工会章程》规定的条件，报上一级

工会批准成立，即具有社团法人资格。”的规定，从法理学的角度可以认为

高人民法院的批复属于准用性规则，即该规则本身没有明确规定具体的规则内

容，但明确规定可以或者应当依照、参照、援用《中国工会章程》来使本规则

的内容得以明确的规则。《中国工会章程》本身并不属于正式的法律规则范围，

但是由于它被准用性规则援引，因而具有法律效力。 

第二节  劳工团结权的主体 

中国法律对组织和参加工会的主体所做的规定，按照内容的明确性来分主

要有两种情：一种是在法律规范中笼统的概括团结权的主体。另一种是对团结

权的主体进行条件限制，以尽量明确哪些人可以行使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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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主体概括性的规定 

（一）《宪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

务。” 

（二）《劳动法》第七条规定“劳动者有权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 

（三）《公司法》第十八条规定“公司职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

组织工会，开展工会活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公司应当为本公司工会提供必

要的活动条件。” 

（四）《个人独资企业法》第六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职工依法建立工会，

工会依法开展活动。” 

（五）《外资企业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外资企业的职工有权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的规定，建立基层工会组织，开展工会活动。” 

    （六）《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十四条规定“合作企业的职工依法建立

工会组织，开展工会活动，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这些法律都确认了“劳动者”或者“职工”有组建和参加工会的权利，明

确规定了劳动者或者职工是行使团结权的主体，但是，具体劳动者和职工的范

围包括哪些，从法律规范本身来看范围并不明确。 

二、对主体限制性的规定 

（一）《工会法》第三条规定“在中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中以

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不分民族、种族、性别、

职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都有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 

（二）《中国工会章程》第一条规定“凡在中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

机关和其他社会组织中，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或者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

关系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宗教信仰、

教育程度，承认工会章程，都可以加入工会为会员。” 

《工会法》和《中国工会章程》具体的规定如何行使和保障劳工团结权，

因此，二者对于劳工团结权的主体规定比较详细。总结起来，劳工团结权的主

体具体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中国境内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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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与用人单位建立用人关系的劳动者。 

第三节  劳工团结权的具体内容 

劳工团结权以个人自由为基础，无论是加入或者不加入工会，其权利主体

均为个人。但事实上，劳工团结权中不仅包含着个人自由，而且还包含着集体

的自由，即集体为了共同利益一起行动的自由。劳工团结权是个人自由权与集

体自由权的有机结合。有人认为，后者只不过是前者的延伸；也有人认为,这

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但无论是强调二者的区别还是联系都不可否认，集体自由

层面的团结权不是抽象模糊的，而是具体实在的。它至少包括两方面的基本内

容：其一，团体对其会员资格的自主权；其二，团体自我管理的权利。
①
台湾

学者陈慈阳在《宪法学》一书中，也把劳工团结权的内容分了两个领域：个体

团结权和集体团结权。个体团结权是就保障个人而言的，不仅使每个人有组成

此类团体的权利，还有加入权以及在此团体中行为活动的自由，当然也包括消

极的团结权，也就是可以在任何时候选择退出的权利。另外，所谓的集体团结

权是指该团体有主张持续存在的权利、与其他团体结合与否的权利、内部秩序

的维持以及依照团体规章行为的权利。
②
因此，对劳工团结权内容的梳理可以

分为个体劳工团结权和集体劳工团结权两个部分。 

一、个体劳工团结权的内容 

个体劳工团结权指劳工组织工会、劳工参加工会、劳工退出工会的权利。

中国相关法律对该项权利的规定如下： 

（一）劳工组织工会的规范包括劳动者组织工会的条件和劳动者组织工会

的程序两个部分。 

1．劳工组织工会的条件有以下规定 

（1）《工会法》第十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机关有会员二十五人以上

的，应当建立基层工会委员会；不足二十五人的，可以单独建立基层工会委员

会，也可以由两个以上单位的会员联合建立基层工会委员会，也可以选举组织

                                                        
① 李龙，夏立安．论结社自由[J]．法学，1997，(12)： 8． 
② 陈慈阳．宪法学[M]．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4．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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