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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劳动法学是研究劳动法及其发展规律的学科。
本教材参照劳动法的体系，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劳动法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
　　全书共计15章，內容涉及劳动法调整对象、劳动法律关系、劳动合同、集体合同、工资、休息休
假、劳动安全卫生、社会保险、劳动争议等方面，涵盖劳动法学基本理论、劳动实体法律制度和劳动
程序法律制度。
全书体例清晰、內容丰富、论述严谨，充分借鉴了劳动法学界的研究成果，并对劳动法的发展做了前
瞻性的探讨。
本书既可作为高等法学院校的教材，也可供司法实务人员阅读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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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志京，1964年生于北京。
长期从事高校法学教育与研究工作。
1982年就读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1999年入复旦大学法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
曾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副教授。
现任上海远程教育集团电视大学法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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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劳动法概述第一节 劳动法的调整对象一、劳动法的概念二、劳动法的调整对象三、劳动法的
适用范围第二节 劳动法的体系与地位一、劳动法的体系二、劳动法的渊源三、劳动法是独立的法律部
门第三节 劳动法的基本原则一、劳动法基本原则的概念二、劳动法基本原则的作用三、劳动法基本原
则的内容本章小结第二章 劳动法的历史发展第一节 劳动法的产生一、劳动法产生的历程二、劳动法
产生的原因三、劳动法的特点第二节 中国劳动立法一、中华民国时期的劳动立法二、新中国成立前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劳动立法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劳动立法第三节 国际劳动立法一、国际劳动立法概
述二、国际劳工组织三、国际劳动立法的发展本章小结第三章 劳动法律关系第一节 劳动法律关系概
述一、劳动法律关系的概念二、劳动法律关系的特征三、劳动法律关系的分类第二节 劳动法律关系的
构成要素一、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二、劳动法律关系的内容三、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第三节 劳动法律
关系的运行一、劳动法律事实的概念和类型二、劳动法律关系的运行第四节 劳动附随法律关系一、劳
动附随法律关系的含义与特征二、劳动附随法律关系的主要类型本章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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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劳动法概述学习目的和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劳动法的地位体系、劳动法的渊源、劳动法
与其他相关法律部门的区别。
理解劳动法的基本原则和劳动法的性质。
掌握劳动法的概念、劳动法的调整对象、劳动关系的特征以及劳动法的适用范围。
熟悉我国《劳动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关于劳动法调整对象、劳动法适用范围等方面的规定。
第一节 劳动法的调整对象一、劳动法的概念作为我国现行法律体系的一个独立法律部门，一般认为，
劳动法是调整劳动关系以及劳动附随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对“劳动法”一词可作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上的劳动法也称为形式意义上的劳动法，指由国家
最高权力机关颁布的关于调整劳动关系以及劳动附随关系的综合性法律，即法典式的劳动法．1994年7
月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1995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法》（以下简称《劳动法》）即人们通常理解的狭义上的劳动法．广义上的劳动法也称为实质意义上
的劳动法，是指所有调整劳动关系以及劳动附随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它不仅包括狭义的劳动法，
还包括其他各种规范性文件中调整上述关系的所有法律规范，即法典式的劳动法之外，还有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制定和颁布的宪法和基本法律中的相关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颁布的基
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中的相关规定，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部门规章，
地方性劳动法规等等。
劳动法学中的劳动法，通常都是指广义上的劳动法，本书也是采用广义劳动法的概念。
二、劳动法的调整对象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整者，不同的社会关系是划分法律部门的重要依据。
依据劳动法的概念，劳动法的调整对象是劳动关系以及劳动附随关系。
其中，劳动关系是劳动法的主要调整对象。
（一）劳动关系1．劳动关系的概念劳动是人们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
劳动对于人类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它使猿变成了人，并使人类生存繁衍、不断进化。
马克思说：“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
孩都知道的。
”在劳动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发生的社会关系，称为劳动关系。
这种劳动关系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与其他劳动者的关系；另一种是劳动者与劳
动力使用者（或称所在单位）之间的关系。
劳动法调整的劳动关系仅限于后一种。
因为劳动关系产生的前提是劳动力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发生了分离，即劳动者把自己享有的劳动力的使
用权让渡给用人单位，由单位在劳动过程中管理和支配，由此双方形成劳动关系，进而受劳动法的调
整和规范。
所以，劳动法中的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与劳动力使用者在实现劳动过程中彼此之间发生的一种社会
关系．也称之为狭义的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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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劳动法学(第2版)》全书体例清晰、内容丰富、论述严谨，充分借鉴了劳动法学界的研究成果，并对
劳动法的发展做了前瞻性的探讨。
《劳动法学(第2版)》既可作为高等法学院校的教材，也可供司法实务人员阅读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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