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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院校法学本科应用型教材：劳动与社会保障法》以对法学专业学生应用性能力培养为主要
目的，从基本原理入手，系统介绍了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的各项制度内容。
就劳动法而言，本教材详细阐述了劳动法的调整对象、劳动者的权利义务，以及就业促进法、劳动合
伺法、劳动保护法、劳动争议处理法、劳动监察法等劳动法的子系统。
就社会保障法而言，本教材根据我国对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划分标准，详细阐述了社会救助法、礼会
保险法、社会福利法、优抚安置法和社会保障争议处理等相关内容。
　　本教材突出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点，不仅反映了最新的理论发展，而且以实务研究、典型案
例的形式深入讨论了实务中的热点、疑点、难点问题，涉及我国立法、司法与制度建设的最新内容，
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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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举国 男，1977年11月24日生，甘肃景泰人。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保障专业硕士研究生。

　　现为甘肃政法学院法学院副教授，从事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社会保障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马红霞
女，1978年生，甘肃景泰人。
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学硕士，现为甘肃省政法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教研室讲师。
从事社会学与社会保障理论研究，曾发表《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系统》等论文数篇，参与省级社科项目
数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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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我国《宪法》第42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具有劳动的权利。
”这项规定作为宪法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我国《劳动法》中得到充分而具体的贯彻和落实。
《劳动法》第3条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
平等就业权，不仅仅是从就业的平等机会出发，同时，也包含着就业权的具体内涵。
任何劳动者都有平等的机会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职业，选择用人单位进行就业和参加社会劳动。
在实现就业权利上，不因种族、民族、性别、年龄、家庭出身、宗教信仰、生活经历和居住地等各种
差别而受到影响。
随着我国就业保障体系的逐步建立，劳动者的就业权内涵逐步丰富，如劳动者获得职业培训的权利、
就业训练的权利、职业介绍的权利、失业救助权利等，都是就业权利的集中体现。
上述就业权利逐步由抽象权利转变为具体的权利。
选择职业权，是指公民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选择不同的行业、不同岗位的权利，在行使选择权
时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干涉。
选择职业权必须依赖于劳动市场的形成。
在计划经济时期，劳动者是按国家计划就业，并无选择职业的权利，而只有在劳动市场形成以后，劳
动者才具有选择职业的权利，也就是有选择行业、岗位的权利。
我国《劳动合同法》对劳动者的离职作出了相对宽松的规定，即劳动者如不承担培训协议、竞业限制
和商业秘密保护等专约限制，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而重新选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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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院校法学本科应用型教材: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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