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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劳动监察法 
研究成果与展望 

中华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劳动争议处理处副处长 黄龙 

一、关于劳动监察法研究的回顾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劳动法监察法研究从无到有，由浅到深，研究日趋深
入。特别是近几年，相关论文、专著、会议逐渐增多。如曾虹文著《劳动监察概
论：深圳市劳动监察理论与实践》，全面、系统论述了劳动监察的理论和实践问
题。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劳工与信息研究所译《劳动监察——监察职业指南》
（（德）沃尔夫根•冯•李希霍芬著），以国际背景为基础分析了经济社会发展对
劳动监察工作的影响，并对劳动监察政策和实践问题进行了展望。除这些著作之
外，主要的研究成果有： 
（一）关于劳动监察体制 
      一些学者对劳动监察体制作了论述。有的学者认为，现行劳动监察制度存在
对劳动监察的对象法律规定不一致、劳动监察机关对无效劳动合同确认权的缺
位、对劳动监察执法期限规定不明和对劳动监察执法问题上立法的缺陷等问题。
建议从明确劳动监察的范围、强化劳动监察的执法权力完善执法程序和加强对劳
动违法行为的制裁措施等方面完善劳动监察制度。（郭富锁，《论我国劳动监察
制度之完善》，《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二）关于劳动监察和劳动仲裁的关系 
      一些学者对劳动监察和劳动仲裁的关系作了论述。有的学者认为，我国法律
法规对劳动仲裁与劳动监察受案范围划分并不清楚，两者受案范围过于宽泛，可
以说完全重合。劳动仲裁与劳动监察作为两种不同的救济途径，在不同情况下存
在选择型、互补型或单向型的关系。建议明确劳动监察作为国家公权力行使的重
要手段，应该仅限于最低工资、最高工时、劳动保护等劳动基准问题。（张晓
坤，《浅析劳动监察与劳动仲裁》，《上海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4
期） 
（三）关于国外劳动监察制度 
      一些学者对国外劳动监察制度作了比较研究。有的学者认为，从国际上看，
劳动监察制度可以分为综合型模式、斯堪的那维亚模式、联邦制模式三大类。各
国都配备有足够的劳动监察人员。劳动监察的权力包括检查权，事先不作出警告
进行监察的权力，询问、档案调阅和抽样检查的权力，发布改正命令和进行处罚
的权力。（陈玉萍，《国外的劳动监察制度》，《中国劳动保障》2007年第9
期） 
      此外，一些学者对劳动监察主要保护对象与定位、劳动监察机构对投诉的调
查义务与限度和劳动监察立法与执法的协调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二、关于劳动监察法研究的展望 
（一）问题 
      在劳动和社会保障法领域中，劳动监察法研究相对比较薄弱。主要有： 
      一是基础理论研究薄弱。劳动监察制度研究需要有坚实的基础理论研究。当
前关于劳动监察法的研究，偏重于追求实用性的劳动监察工作和对策研究，忽视
劳动监察法基础理论研究，导致劳动监察法研究中很多概念、法律关系不明确。 



      二是跨部门领域研究不够。劳动监察制度涉及劳动法、行政法、行政管理等
多部门领域。当前关于劳动监察制度的研究忽视跨学科多部门的研究角度，使得
许多研究成果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论述不够充分。 
      三是缺乏对国外劳动监察制度发展演进过程的研究。我国劳动监察制度建设
需要借鉴国外在劳动监察制度发展中系统、具体的经验。国外劳动监察制度的发
展兼具历史性和阶段性特点。但当前研究国外劳动监察制度时，偏重于研究当代
劳动监察制度的现状，较少研究其基本历史发展进程。 
（二）建议 
      基于劳动监察制度建设对于完善劳动法律制度、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的重要
地位和作用，建议劳动法学界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投入更多的研究力量，加大
研究力度。 
      一是加强基础理论研究。要在劳动监察制度应用性研究的同时，重视劳动监
察法基础理论研究，特别要厘清劳动监察制度中涉及的概念和法律关系。如劳动
监察的功能和对象、劳动监察与劳动仲裁的关系，等等。 
      二是加强跨部门领域研究。要从劳动法、行政法、行政管理等跨学科多部门
角度对劳动监察制度进行全面系统研究。当前特别要注重从社会法的角度来进行
研究，准确把握劳动监察制度发展、完善的方向和重点。 
      三是加强对国外劳动监察制度发展演进过程的研究。在研究国外劳动监察制
度时，既要研究国外当代劳动监察制度的现状，也要研究其基本历史发展进程，
更要研究不同阶段劳动监察制度的阶段性特点，特别是不同国家劳动监察制度的
形成过程与背景，全面系统地认识和把握国外劳动监察制度一般发展规律和不同
国家劳动监察制度的各自特点，为完善我国劳动监察制度提供更加具体的借鉴。 
（三）展望 
      劳动监察法研究的既有成果已经为今后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已专门设立劳动监察局。这将有力地推动劳动监察法研究，我
国将会出现一批有关劳动监察制度方面的论文和专著。这其中既有劳动监察工作
和业务书籍，也会有专门性的理论研究著述。有关劳动监察的专门性研讨会议也
会逐步增多。展望未来，我国的劳动监察法的研究必定会日趋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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