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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法时代，租赁关系分为物的租赁、承揽

租赁和雇佣租赁；劳动给付关系被置于租赁关系之

中，劳动力雇佣被作为财产关系来调整①，雇佣关系

的两方主体是被作为完全平等的主体来对待的。

1 大陆法系民法时期劳动合同固定期限化
1.1 劳动合同“民法化”

1.1.1劳动合同的民法属性

大陆法系国家进入工业社会后，随着公民独立

法律人格的普遍获得，人人均被认为是平等的法律

关系主体，遵循契约自由原则订立雇佣契约，雇佣

契约被列入私法范畴，归由民法调整。在1804年的

第一部资产阶级民法典——《拿破仑法典》中，雇佣

关系被当作民事契约的一种。雇佣关系被认为是

两个独立人格之间就劳动和报酬之间的财产交换

关系，这种交换关系受合同自由原则的规范，当事

人具有充分的契约自由。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

（1900年实施）第 611条至第 630 条规定了劳动关

系的调整；奥地利的劳动契约法制基础为其民法第

1151条至1164条；瑞士债法的修正则更为超前，开

创了在民事法典中正式以“劳动契约”取代“雇佣契

约”之先河，使具有浓厚社会连带色彩的劳动契约

正式成为民事普通法的一部分。之后陆陆续续地，

意大利、丹麦、西班牙、加拿大、智利、阿根廷、日本

等国家，也将劳动合同列为各自民法典的内容。

1.1.2 劳动合同的契约自由原则

契约自由发端于罗马法，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

确立而产生和发展起来，是资产阶级自由、平等、财

产安全等传统思想和法律思想的产物。契约自由

是指缔约双方当事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享有完

全的自由，按照自己的自由意思决定缔结合同关

系，为自己设定权利和对他人承担义务，任何机关、

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其立论依据是“个人是

自己利益的最佳维护者，契约既然依当事人自由意

思之合致而订立，其内容之妥当性亦可因此而受到

保障”②。

契约自由是民法的灵魂，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

时期，成为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石。早期的民事立法

大都将劳动合同纳入民事合同范畴进行统一调整，

因此，民法时期劳动合同也完全适用契约自由原

则。《拿破仑法典》首次将契约自由作为资本主义民

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写进了法典，标志着契约自由原

则的正式确立，此外，该法典还在第 1101条、1156

条、1158条体现了契约自由原则。由于《法国民法

典》极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而被许多大陆法系

国家的民事立法所效仿，契约自由原则由此也被广

泛推广。

1.1.3 劳动合同“民法化”

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为适应发展市场经

济的需要，大陆法系国家的劳动合同完全遵循民法

的契约自由原则，只由民法调整。所谓“劳动合同

民法化”，就是指劳动合同不属于劳动法调整，而只

属于大陆法系民法调整。并由此本文“大陆法系民

法时期”特指劳动关系属于大陆法系民法调整的历

史时期。

1.2 大陆法系民法时期的劳动合同固定期限化

1.2.1 劳动合同的固定期限

《拿破仑法典》第1780条规定“人们仅得就一定

的期限或一定的工作，负担对他人提供劳务的义

务”③，这个规定包括“一定的期限”和“一定的工作”

两个内涵，“一定的期限”是对封建人身依附——无

期限的“终身制”的排除，是劳动制度的进步，它确

立了全新的资本主义的有限的劳动期限制度；“一

定的工作”是从劳动量角度规定劳动期限的，一定

的工作完成之时就是劳动者提供劳务服务的期

限。“一定的工作”实际上是“一定的期限”的另一种

表现方式。依本条之规定，当时法国的劳动合同必

须约定期限。

1.2.2劳动合同的固定期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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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先，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为了反对封建性生

产方式中的人身依附，防止雇主对劳动者的终身奴

役，其实质是用期限来限制个别企业对劳动力的占

用时间和对劳动力的过度剥削；当社会经济形态进

入市场经济之后，封建式的人身依附已无存在基础，

资产阶级关于自由、人权的价值观，在私法领域表现

为人们可以自由决定私人事务，于是，在劳动契约自

由理念的引导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促进了劳动力

流动，实现了雇佣自由。实际上，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是民法时期普遍使用的惟一的劳动合同形式，固定

期限也就成为劳动合同期限的惟一形式。

《拿破仑法典》是第一部规定劳动合同的固定

期限的民法典，近一个世纪之后，《德国民法典》才

确认了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此后，劳动合同固定期

限化成为大陆法系国家民法时期劳动合同期限制

度的传统，固定期限成为大陆法系国家劳动合同期

限的惟一形式，于是，劳动合同的固定期限化。

1.3 劳动合同固定期限化是民法化的必然要求

民法时期，除身份行为、单独行为外，“法律行

为原则上皆得附期限”④是个民事法律传统，它包含

两个层内涵：首先，除身份行为、单独行为外，这个

原则排除了不约定期限的合同；其次，这个期限毫

无疑问是有限的期限，当然，可能是较长的期限，也

可能是较短的期限，但是绝对不可能是以终身为期

的期限。劳动合同的固定期限符合民法合同期限

原则。劳动合同做为民法的调整对象，其期限也必

然是有固定期限的，因此固定期限化是民法的必然

要求。

2 大陆法系民法时期的劳动合同固定期限化
具有深厚的基础

民法时期盛行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有着深厚的

人本思想基础、政治制度基础、经济制度基础和法

律制度基础。

2.1 人本思想基础

启蒙思想家所提出的破除封建身份桎梏、充分

尊重人的平等和自由、人权天赋的思想奠定了私法

自治、意思自治的理念和原则，在法律上的表现是

赋予人民更多的自主权，即在私人领域，人们可以

自由决定私人事务。启蒙思想家关于人格独立、自

由、平等、权利为民法时期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

奠定了人本思想基础。

2.2 政治制度基础

在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能反封建

专制，主张人的平等，承认公民对自由、财产和生存

的天然权利，主张国家的职责就是保护公民的天然

权利。随着资产阶级政权的普遍建立，民主政治制

度为劳动契约自由的广泛存在提供了深厚的政治

土壤，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就是这块沃土上“结出”的

硕果。

2.3 经济制度基础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主张自由竟争、

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私人经济活动，认为管得

最少的政府才是好政府，国家的职责是充当“守夜

人”。资产阶级主张国家立法和决策以自由主义为

指导方针，并以不干涉主义和自由竞争为经济原

则，让市场机制发挥调节资源的作用。自由放任的

经济模式与契约自由互为表里，市场经济成为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的经济制度基础。

2.4 法律制度基础

大陆法系民法时期，资产阶级的立法者们在私

法中把契约自由主张发挥到了淋漓尽致：首先，一

切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必须基于当事人的合意而产

生，这种合意是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包括国家在内

的任何人都不得随意干涉，尤其是基于当事人合意

的契约，具有天然抗拒法律适应的能力，在这里，法

律的规定只做当事人合意的补充；其次，保障当事

人真实意思的实现是法律的神圣职责；第三，在法

律实践中，如在契约解释时，法庭须以充分还原和

实现当事人的真实合意为己任，而不必拘泥于文

字。如此契约自由的法律环境为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提供了法律制度基础。

3 大陆法系民法时期劳动合同固定期限化是
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尽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不过是民事合同的一

种形式，但是，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惟一的劳动合

同期限形式，由此决定的劳动合同固定期限化有重

要的价值。

3.1 劳动合同的有限期限真正实现了劳动者对劳动

力的所有权

如果劳动者没有劳动期限的自由，劳动者就没

有自由流动权，劳动合同与封建卖身契也就没有任

何实质的区别。可见，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劳动力

所有权实现的外在形式，劳动者对劳动合同期限的

选择权力是其劳动力所有权的保障。

3.2 拥有劳动力独立产权的劳动者是其作为合格市

场主体的前提条件

资本、劳动和土地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要素，

市场经济需要人人参与、自由竞争，不能缺失劳动

者这个市场主体。而作为合格的市场主体的劳动

者，必须是对自己的劳动力拥有完全产权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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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3.3 劳动合同的固定期限化提高了劳动者的积极性

劳动者获得决定自己劳动期限长短的权力，能

激发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自由雇用原则可增强雇

员的流动性、保持劳动力市场的活力，促进劳动力

市场规模有效增长，有利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民法时期劳动合同的固定期限化，使劳动者拥

有对自己的身体和智力的控制权，可以向资方提供

劳动力；而雇主拥有货币资本的所有权，能够给劳

动者提供工资，这样，通过劳动力市场，劳资双方提

供了可交换的对价：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在这

里，所达成的劳动合同，包括期限在内，在形式上能

满足民法对于合同自由的原则：合同的双方地位平

等，以市场均衡价格为基准确定劳动力价格，没有

超经济强制。劳动合同固定期限化既解放了劳动

力，又满足了资本主义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有力

地促进了自由竞争市场经济机制的形成与发展，是

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4 大陆法系民法时期劳动合同固定期限化对
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合同期限制
度启示
4.1 必须加强劳动合同期限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

契合研究

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在民法框架内，大陆法

系国家的劳动合同一度以固定期限为惟一形式，这

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但是，国内对大陆法

系劳动合同法律和制度的研究，忽略了大陆法系民

法时期劳动合同固定期限化这一重要的阶段，因而

也就不明白劳动合同固定期限化是市场经济必然

要求的原理。

4.2 必须正确理解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

劳动合同期限制度的性质

通过对立法依据和法律实施效果的研究，可以

发现我国《劳动法》的立法宗旨是破除计划经济体

制下的固定工制度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

动制度，它是劳动制度市场化改革的产物。因此，

我国《劳动法》具有三个本质特征：其首要宗旨是建

立和维护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体制，并非

是其宣称的“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其所建立的

劳动制度相当于大陆法系民法时期的劳动制度；其

劳动合同具有民法属性。这就是我国《劳动法》以

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为一般形式、无固定期限劳动

合同为例外形式的劳动合同期限制度的根本原因，

也因此我国劳动合同短期化、固定期限化成为一种

必然的现象。

我国《劳动法》实际上是按照“自然演进”的逻

辑，“拿来”了大陆法系民法时期的以固定期限劳动

合同为惟一形式的劳动制度，以适应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需要。所以，就立法理念和效果来说，

与大陆法系劳动法作为私法公法化结果不同，我国

《劳动法》虽然名为“劳动法”，而其性质却属于民

法，即“公法私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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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形象深深烙印在人们心中，成为彝民族共同的

英雄标志。支呷阿鲁神话故事与文中所举的国内

外典型英雄神话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惊人的相

似性，这相似性印证了丹·本-阿莫斯总结的“母题

的重复律”。换言之，“重复律”使这些相似的神话

成为同一类母题。同时，也反映了彝族文化与世界

文化的相通性。当然，对支呷阿鲁神话母题的解读

意义远远不止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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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civil law period of the mainland law system，laboring agreement became part of civil law
and had a fixed deadline，which liberated the labors，satisfied the requirement of the capitalist development for the
labors and greatly promoted the free competition system to come into being and develop. This was the necessary
requirement of the market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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