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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前沿问题》一书以具体问题的方式，将涉及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领域中的若干
热点问题做了深入的阐释。
本书包括：一、对劳动法宏观的认知与微观的法学解释，如对《劳动合同法》的评价，人事档案、劳
动派遣、劳动合同期限、人事争议仲裁制度等方面的法学分析：二、对社会保障法的理论分析，如社
会保险、社会补偿、老年人权益保障、住房保障等问题的法学分析。
    本书适合法学院校研究生学习，也适合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领域实务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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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尚元  1965年11月生，山西灵丘人。
现任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法学会社会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央国家机关及直属
事业单位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委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咨询专家．国家防灾减灾委员会咨询专家
。

    学术成果包括专著：  《劳动争议处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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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编　劳动法部分　第一篇  寻找被认可的劳动法——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二篇  《
劳动合同法》的功能与制度价值分析——评《劳动合同法》的是与非　第三篇  我国劳务派遣秩序之
管制——劳务派遣之《劳动合同法》规定与制度完善　第四篇　劳动派遣法律关系解构及其与相邻关
系比较　第五篇　企业、事业单位人事档案纠纷之法律梳理　第六篇  劳动合同签订前当事人之权利
义务之法学分析——兼谈就业协议书的法律性质　第七篇　我国劳动派遣现状与劳动者权益保护——
兼谈《劳动合同法(草案)》中“劳动派遣”之立法规制　第八篇　对劳动合同期限制度的客观评价　
第九篇　略论人事争议仲裁制度的定位与价值取向　第十篇  匡正制度理性，发掘制度价值——我国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的再分析　第十一篇  破产清算组能否成为诉讼主体的法学透视下编　社会
法部分　第一篇  中国社会保险立法进路之分析——中国社会保险立法体例再分析　第二篇　公务员
社会保险制度建立之考量与立法进路分析　第三篇　论基本养老保险立法之疑难　第四篇　制度落差
与理念重塑——海峡两岸社会法制度与理念之比较　第五篇　《犯罪受害人补偿法》之立法思考——
从邱兴华案件受害人民事赔偿之“法律白条”谈起　第六篇  浅谈民事赔偿与工伤补偿之法律整合—
—第三人责任背景下的劳动者权利救济　⋯⋯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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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其一，农民①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与农民外出务工问题。
我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1978年安徽凤阳农村一个大胆之举成为我国改革的标志性事件，公认的
定论是“农村大包干是新时期中国农民在农村改革中创造的家庭承包经营的主要形式。
它是首先从安徽农村出现而后逐渐在全国推广开来的”②。
之前，在我国的农村经济体制中，农民与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劳动模式在向工人与工厂之间的劳动模
式看齐，就劳动形式来看，农民与工人均是劳动者。
然而，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实现了家庭经济的回归，农民之劳动不再通过集体劳动的形式向产业劳动
模式靠拢。
应当说，与农民相关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不是用工制度改革，但是却是统配劳动制度瓦解的组成部
分，从此农民之劳动与工人之劳动不再具有类比意义。
之后，农民进城务工，被称之为农民工。
农民工是我国劳动法上一个亟待关注的群体，然而其法理又极其脆弱。
笔者以为，如果雇佣（交易）劳动成为社会个体谋生的最基本的劳动形式，那么农民从挣“工分”到
自耕，再到外出“打工”的变迁是我国社会必经的历史，也必然应该在劳动法上落下深深的一笔。
其二，城市就业问题与“三结合”就业政策。
“改革开放前期（此处主要指1978-1982年的五年中），传统的计划性制度安排与不断产生、膨胀的劳
动力就业市场化需求之间的体制性矛盾引发了中国城镇就业制度的初始性局部变革。
在当时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尚未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下，计划经济时代的传统就业模式依然发挥主要作
用，但其自身的局限性和弊端与当时城市就业安置需求之间的矛盾冲突日益显著。
”③应当说，当时城市就业问题已经无法在旧有的统配劳动体制下得以解决或者能够承受。
另外，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两相结
合促成了的“三结合”就业政策的出台。
1980年8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提出了“三结合”就业方针，即劳动部门介
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
1981年10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
，肯定了“三结合”的就业政策。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前沿问题>>

编辑推荐

《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前沿问题》：中国法学前沿·研究生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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