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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劳动法是一个内容完备、体系庞杂而富有民族特

色的法律制度。基本指导思想是保护雇员合法权益，在此

基础上兼顾雇主、雇员和失业者等三方面利益的均衡。在

这一基本思想的指导下，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制度与社会

保障制度便像一对 “连体婴儿”密不可分。

一

德国劳动法调整的范围特别宽泛。德国是一个社会市

场经济的法制国家，其市场经济的社会性主要是通过对众

多的劳动关系进行社会调整来实现的。

在德国，调整劳动关系的部门有：立法部门、司法机

关、工会、企业职工委员会、雇主协会等。从历史上看，这种体

制的建立是对单个工人在资本所有者面前显得软弱无力的

状况做出的反应。从现实中看，其意义已远远超出这个范

围。它不仅是现代德国劳动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而且

是在建立和调整劳动关系中，“保护雇员利益并在此基础上

兼顾各方面利益的均衡”的基本保证。这一特征也是德国劳

动立法体系庞杂、法律渊源多元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我国劳动法相像，德国劳动法也把劳动关系作为主

要的调整对象。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德国大约有 !""" 多

万个劳动关系，其中绝大多数是由劳动法来调整的。独立

的、不受指示约束的活动不属于劳动关系。比如，专职律

师、法官、医生、商务代理人和职务较高的公务人员 &包括

教师和公务员 ’所从事的职业活动。这些人的劳动待遇等工

作条件以及其他法律关系不是由劳资协议，而是通过专门

的法律如公务员法、法官法等特别法来调整的。反过来，

国家机关的一般工作人员和农业主雇佣的人员所从事的职

业活动均属劳动法调整的范围。因为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是

私法上的非独立，即受指示约束的劳动。

德国劳动法除了调整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外，还调整

同一企业中雇员之间的关系，雇主协会和工会联合会之间的

关系以及联合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调整的对象

不仅是劳动关系，还包括同劳动关系密切相关的一些关系。这一

点同我国劳动法相接近，区别就在于与劳动关系密切相关的关

系的范围不同。因此，在劳动法的内容上也不完全相同。

二

德国劳动法在保护雇员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兼顾雇主、

雇员和失业者三方面的利益。总的指导思想是保护雇员利

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在立法上突出劳资双方自治，制定和发展了工人参

与企业管理的制度。比如，在德国建立和调整劳动关系的

重要法律渊源——— 劳资协定和企业协议就是劳资双方，即

以雇主协会或雇主为一方，行业总工会或企业职工委员会

为另一方，通过集体谈判所确立的。再比如，德国企业的

监事会制度和企业职工委员会制度，就是职工参与企业管

理的典型范例。根据德国有关法律，企业建立监事会和企

业职工委员会。企业监事会由劳资双方各占 %") 的代表组

成，负责企业一般经济、财务问题的管理，任命董事会成

员。董事会管理企业的日常工作并对监事会负责。企业职

工委员会完全由职工代表组成，是一个在企业内由职工自

己选举产生的代表全体职工利益的组织，其成员人数取决

于企业的规模。根据德国 “企业委员会改革法”的规定：

企业职工委员会享有广泛的参与权。除了前面提到的企业

职工委员会作为雇员一方的当事人，可以就形式方面的劳

动条件和实质方面的劳动条件等问题与雇主签订企业协议

外，在诸如劳动争议的处理，协助工作环境的改进，企业社会

福利事项的共同决定，企业职工安全卫生的促进，企业职工

人事事项的协助推进，经济事务的推进，对青年职工的协助

事项等方面，企业职工委员会都享有重要的参与决定权，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企业职工委员会制度在德国有将近一百年

的历史，是德国的一个创举。它在一定范围内协调了企业内

部的冲突，缓和了劳资对立关系，从而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 制定了严格的工作时间、劳动安全与卫生的保护措

施以及解雇保护法。工作时间和劳动安全与卫生的保护是

德国保护雇员公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确保雇

员的生命健康与人格发展。工作时间的劳动保护主要包括

每天最长工作时间；某些时期禁止工作；休息时间和工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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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雇主违反工作时间规定，可能被判违反行政法，甚至

构成犯罪；如果劳动合同规定与法律规定相违背，则这部

分内容无效。劳动安全与卫生的技术保护的内容则涉及阻

止职业事故和职业病的发生；采取保护健康措施，防止工

作环境中的一般疾病，确保卫生；限制工作次数，防止雇

员疲劳；道德认知的保护；雇员休息室的最低要求等。

解雇保护制度也是德国劳动法中最重要的内容。根据

德国法律，雇员原则上不需要特别的理由就可以在法定的

时间内终止劳动关系。而雇主的解雇权利则要受到国家法

律的制约。在德国，解雇包括正常解雇和非正常解雇。依

据 《德国民法典》的规定，正常解雇必须留出适当的通知

时间；必须告知企业职工委员会并听取他们的意见；必须

顾及某些 “社会考虑因素”；雇员如认为解雇不具正当理

由，可以在解雇后 % 周内向地方劳动法院提起诉讼，在法

院确认某一解雇不能导致劳动关系的解除，但雇员又不愿

继续与雇主维系劳动关系时，付给雇员一次性的补偿金；

对企业组织和人事代表等组织的成员在一定时间内禁止解

雇等。非正常解雇必须有正当理由，即雇员本身或个人行

为原因，或企业紧急需要的原因。

%& 在建立和调整劳动关系时运用对雇员更为有利的原

则。德国劳动法的渊源包括有关法律、法规、劳资协定、企业

协议、劳动合同和相关的司法判例。这个体系看来很复杂，但

它是按照相对简单的一些原则运行的。一般情况下，这几个方面

根据对事情本身涉及的程度不同而各有侧重。但当上述各渊源

之间出现法律冲突时，则使用对雇员更为有利的原则。

在保护雇员利益的基础上兼顾各方面利益的均衡主要

表现在：签订劳动合同时双方权利义务的对等；在集体协议

有效期内，双方当事人对于已经达成的协议事项必须避免采

取任何有可能引发或者激化劳资冲突的行为。特别是工会

方，在集体协议的有效期届满之前，必须与资方和平共处。当

工会方面违反了保持和平义务时，作为受害者的雇主可以提

起颁发禁令或者损害赔偿的诉讼；在解决劳资冲突的集体谈

判失败后，工会可以号召罢工，而雇主则可以采取闭厂停产

的反行动；如果罢工违反了 “均衡原则”也将构成违法等。对

于新就业人员和失业者，《德国就业促进法》规定，可以简化

就业许可手续。该法第 # 条还规定：雇主对钟点工和长期工

雇员在待遇上要一视同仁，一般不得有待遇差别。

三

德国劳动法与社会保障制度重视对特殊群体的保护，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用国家直接干预，即立法的形式保障劳动者的

基本权利。比如，劳动合同是私法上的合同，而意思自治

原则是德国民法的一条最基本的原则。其在合同法领域的

具体表现为合同自由，即当事人具有缔结合同或者不缔结

合同的自由和权利，与谁缔结合同的自由和权利，缔结什

么内容合同的自由和权利。德国劳动法基本认同民法典中

的这种自由。因此，合同自由也是劳动法的基本原则。但

是，为了实现对特殊人群的保护，国家通过法律对合同自

由进行了限制。比如法律规定：雇主在建立劳动关系、职

业晋升、发布指示或者宣布解雇时不得以性别歧视之；不

能以服兵役为由，对普通兵役军事人员进行解雇；雇主在

拥有至少 ’" 个工作岗位时，有义务雇佣一定数量的残疾

人，否则每月必须交纳一定数量的附加税等等。在雇佣特

殊人群的工作条件、工资保护、健康保护、安全、防险保

护等方面，法律也都作了非常明确、全面、具体的规定，

且可操作性很强。比如：雇主有义务在工作场所为重残人

配备必要的辅助设施；重残人有权拒绝正常工作时间以外

的任何额外工作；雇主必须允许重残人员每年有额外 ! 天

的带薪假期；重残人员的解雇必须得到主要社会服务机构

的事先同意等等。在对妇女的保护方面法律规定：禁止妇

女从事某些特定工作。妇女生育前后工作的完成和工作的

循环必须有利于保护孕妇和生育后妇女的生命和健康，尤

其要考虑工作性质、期限、位置和速度、倒班、防护服。

在青年人的特殊保护方面还规定了：禁止使用童工，最低

就业年龄，工作时间长度，每日工作时间，工作间歇，休

息室，轮班时间，青年人的医疗检查等。此外，对雇主违

法或不履行义务所要承担的责任和相应的处罚措施，法律

也都作了相关的规定。

第二，建立由国家资助的社会保障体系。德国社会市场

经济的社会性，不仅体现在对众多劳动关系的社会调整上，

还体现在国家通过征收累进的收入税、财产税、国家的重新

分配措施，调整基本的收入分配和财产分配以及扩建由国家

资助老年人、病人、失业者等等的社会保障体系上。完善的社

会保障体系被看作是社会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柱。为此，

德国每年用于社会福利方面的资金占到其总收入的 ’() 。德

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推行社会保险制度的国家。从 ’**% 年推

行法定疾病保险以来，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目前，德国

已经建立和健全了包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

保险、护理保险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险制度。同时，德国广

泛的实行社会福利主义。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包括劳动就业

法、儿童补助法、住房补助法、母亲补助法、社会救济法等为

主要内容的社会福利制度和免费教育制度。

德国的社会保障是以工资为中心，而且更普遍的是以

职业为 中心的 ，即想 从社 会保障 体系 中领取 高于 社会救

济的福 利金的 人，必 定要 从事较 长时 间的职 业劳 动；想

领 取 “标 准 ” 福 利 金 的 人 ， 必 须 终 身 从 事 全 时 职 业 + 所

谓正常的工作关系 ,。这一原则，有助于不断地动员现有的

潜在的可就 业 人 员 ， 增 强 职 业 劳 动 的 吸 引 力 ， 充 分 调 动

社会成 员劳动 的积极 性。 但是， 当经 济不景 气， 出现持

续不断 的大量 失业的 时候 ，就会 造成 一部分 人因 无业或

工作不 稳定而 得不到 足够 的物质 保障 ，进而 影响 到整个

社会的稳定。 +责任编辑：王润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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