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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劳动法学在近年虽有较快发展，但其理论指导和理论体系方面始终是薄弱环节，至今未形成
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
本书借鉴市场经济国家劳动法制理论框架，结合中国的劳动关系和劳动法制的实际状况，以劳权理论
为基本理论线索，以劳工保护为基本出发点，以劳资共同发展为目的，按照劳动法律体系的内容构成
，以个别劳动法为基础，以集体劳动法为重点，“法理、法律、法治”相融合，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劳
动法学教科书的体系。

　　本书以我国劳动法律的介绍和解析为基本内容，使读者既对中国的劳动法律有基本了解，也能对
其要点有所把握。
在介绍中国劳动法律的同时，结合国外劳工立法的状况予以比较和评析，以突出中国劳动法律在全球
化背景下的共性和特性。
此外，本书结合企业劳动关系现状，对法律实施中的相关热点和难点问题予以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
本书还特别注重通过案例，加深读者对法律的直观理解，加强其对法律应用方法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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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不当劳动行为的概念和特征
 二、不同司法管辖区域的相关代表性立法
第二节 不当劳动行为的界定及救济
 一、不当劳动行为的界定
 二、不当劳动行为的救济
第三节 我国的不当劳动行为救济制度
 一、我国法律关于不当劳动行为的规定
 二、不当劳动行为救济制度的完善
 本章小结
 第二十章 劳动争议处理法
第一节 劳动争议处理法概述
 一、劳动争议的含义
 二、劳动争议的种类
 三、劳动争议处理法的概念
 四、西方主要国家劳动争议处理立法概况
 五、我国劳动争议处理立法概况
 六、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
 七、劳动争议处理原则
第二节 劳动争议处理机构
 一、劳动争议调解组织
 二、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三、人民法院
 四、劳动行政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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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劳动争议处理程序
 一、协商程序
 二、调解程序
 三、仲裁程序
 四、诉讼程序
第四节
集体劳动争议处理制度
 一、多个劳动者有共同请求的集体争议及其处理
 二、集体合同争议及其处理
 三、集体行动争议及其处理
第五节 劳动法律责任
 一、劳动法律责任的概念
 二、劳动法律责任的类型
 三、劳动法律责任的主体
 本章小结
参考文献
后记

Page 1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劳动法>>

章节摘录

版权页：3.劳动基准法劳动基准法又称为劳动标准法，是关于工资、工时和职业安全卫生等劳动条件
和劳动待遇的最低标准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劳动基准法属于强行法，其所确立的基准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不允许劳资双方以契约行为予以变通
和排除。
作为一种保护劳动者利益的强力规则，劳动基准法又被称为劳动保护法。
在具体效力上，劳动基准法所确立的劳动基准为最低标准，集体合同与劳动合同所约定的劳动条件只
能高于而不能低于这些标准。
从发展的角度看，劳动基准水平应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获得与时俱进的提高，因此，工资水平的提
升、工作时间的缩短、职业安全卫生以及女职工和未成年工保障水平的提高等都是劳权保障水平的指
示器，也是当代社会文明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
劳动基准法的制定实施，是公权力介入劳动关系，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平衡劳资力
量、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法律手段，也是劳动法作为社会法的特点之一。
4.集体劳动关系法集体劳动关系法又称为集体劳动法，是指调整劳动者集体与雇主或雇主组织之间的
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
集体劳动关系的形成，使劳动关系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平衡。
以工会作为劳动者的代表，与雇主交涉和谈判劳动条件和劳动标准，是集体劳动关系的主要功能。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体劳动关系是劳动关系系统中的核心，这种关系的形成又是以个别劳动关系为
基础的，且在形成之后为个别劳动关系的稳定提供保障。
与个别劳动关系相比较，集体劳动关系具有主体独立、权利对等、工会代表等特征，这些特征使集体
劳动关系能够形成一种劳资力量相对平衡、劳资地位相对平等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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