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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勞動權人權化之辯論與ȶ能力進路ȷ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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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雅雯*
 

<摘要> 

工作權在憲法主流學說多認為係國民權而非人權，排除對外國人的就業

機會與工作條件之憲法保護，學說惜未顧及國際勞動權人權化的趨勢，以及

勞動權利與規範的目標ȃ和國家角色Ȅ然而憲法工作權的ี展，應關照並受

益於勞動規範討論的洞見，本文因此欲藉英語勞動法學界對ȶ勞動權是人權

嗎？ȷ的辯論，來反思國民權定性的顧慮與預設，進而主張憲法上工作權應

是人權的立場Ȅ 

對勞動權之人權化抱持懷疑的學者，擔憂人權體系內，經濟社會權利弱

勢及人權司法化與個人化的特性，將使勞動權邊緣化；懷疑就業機會與工作

條件間的交換關係使就業不值得成為人權；或強調勞動權固有的在地ȃ社會

與政治性，仰賴邊界的存在，從而否定勞動權是人權Ȅ這與憲法國民權論述

將工作權主要視為經濟資源分配，而應限國民享用並交由日常民主決定的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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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多所呼應Ȅ但本文以受沈恩及納斯邦之能力進路啟ี的勞動規範觀點，提

出代的規範框架，主張與工作相關之權利與規範，目的在培育人的能力並

擴大與健全市場，並非零和之資源分配，國籍並非合適邊界，納入領域內所

有勞動關係的參與者，更能貼合權利的實際運作與目的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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