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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时代的伟大实践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理论，而真正适合时代需求的理论又的的确确将会引导时代的
社会实践。
可以说，自1978年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拥有较为悠久历史的吉林大学法学理论学科，始终是
在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而不断发展成熟的；可以说，在改革开放的
三十年间，吉林大学的法学理论学科积极地发起、推动和参与了一系列对于我国整个法学的基础理论
发展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都具有非常重大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的法学的观念变革、方法更新和理
论进步的重大活动；可以说，吉林大学法学理论学科的发展本身就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理论需求和理论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理论关注实践、参与实践、推动实践、指导实践的一个例
证。
　　在历史进入21世纪初始的2000年，以吉林大学法学理论学科为核心所组建的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
究中心经过严格的评审被教育部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随后，吉林大学法学理论学科于2001年经教育部批准成为国家重点学科，被纳入“211工程”重点学科
建设计划。
在2004年，以法学理论学科为依托，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在整合了政治学、国际政治学、国际
经济学等学科的基础上组成的吉林大学法律与经济全球化研究所被批准为国家985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
地。
2007年，在这样的三大平台基础上以吉林大学法学理论学科的教师为主体的教学团队被教育部确定为
首批国家级教学团队。
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党和国家以及我国法学理论界和法学教育界对于吉林大学法学理论学科在我国
新时期的理论创新和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所做出的重大贡献的高度认可的体现。
　　经过进入新世纪以来的近10年建设，吉林大学法学理论学科在科学研究、学科队伍建设、人才培
养、国际和国内学术交流、信息与咨询服务、学科发展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进展。
在这期间和在这之前，吉林大学法学理论学科专著型学术研究成果展示的基本渠道都是各位老师和研
究人员自行联系出版。
此种方式当然也可以反映吉林大学法学理论学科科学研究的状况，但无疑只是片段性或片面性的，无
法全面而整体性地展示吉林大学法学理论学科科学研究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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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劳动问题是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的核心问题，而劳动权是社会劳动问题的核心问题。
本书在反思“现代劳动观”及其支配下的劳动权知识基础上，以“劳赋人权”为基点，系统研究了“
综合劳动观”语境下劳动权的概念、意涵、体系、性质与价值等基本范畴的理论。
依凭这些理论，本书立足当下社会现实，分析了全球结构中劳动权的特点和趋势以及中国劳动权的历
史、现状和法制前景。
    本书适合从事理论法学、宪法学、劳动法学研究的研究人员及法学专业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参考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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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薛长礼，山东省胶南人，1969年3月生于吉林省白山市。
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吉林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现为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法律系副主任，副教授，民商法专业硕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社会法学研
究会理事。
主持或参加省部级课题3项，北京化工大学课题2项，发表《劳动权的法社会学论析》等10余篇论文，
主编教材3部。
研究方向为法理学、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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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转型中国的劳动问题　　20世纪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处于较为
剧烈的状态，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等领域已经发生，并正在继续发生深刻的变化，即所谓“转型
时期的中国”。
中国步人转型社会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如曼纽尔·卡斯特所言，“在任何历史转变的过程中，系统变迁最直接的表现之一，乃是就业与职业
结构的转型。
事实上，后工业主义与信息主义都认为就业与职业结构变迁是新社会结构降临的历史变迁过程里最强
烈的经验证据，其特征为从商品转向服务、管理与专业性职业的崛起、农业与制造业工作的减少，以
及多数先进的经济体里工作的信息内容逐渐增加。
”①作为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社会结构的核心”，②中国社会劳动领域无论是在
实践层面还是在制度层面，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深受特定时空文明情势影响的嬗变。
第一，由计划经济下的统包统分的劳动就业制度向市场导向的劳动就业制度嬗变；第二，由城乡二元
经济下的分割劳动力市场向城乡统筹的一体化劳动力市场嬗变；第三，作为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部分
，就业结构、就业方式、就业领域、职业结构发生了结构性嬗变；第四，国家主导的行政化劳动关系
向社会主导的市场化劳动关系嬗变。
在这些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变化背后，贯穿劳动世界的指导性原则也随之发生嬗变，具体表现有三
：其一，集体主义取向的劳动制度向集体主义、个体主义并重取向的劳动制度转变；其二，以行政性
政策为主的规制向以法律制度为主的规制转变；其三，追求绝对平等的理念向自由、平等、效率并举
的理念转变。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结构性嬗变并不是遵循一个主题，始终如一地线性地发生，而是呈现多元态势的
、复杂的、甚至是前后相左的面相。
更为要紧的是，这种嬗变置身于日趋明显的全球结构之中，其演进、变迁不可避免地受到全球结构的
影响，并在全球范围产生影响和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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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洞见劳动权的法理结构，建构社会法的基石范畴，在社会正义的基础上，探究全球化和转型中国
社会背景下劳动权的实现和保护机制。
　　——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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