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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大学工会学、劳动关系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人力资源管理等专业的基础课教材。
作者在长期教学及工会管理咨询实践的基础上，基于中国工会发展的现实情况，从企业管理的视角分
析工会的地位与作用。

全书共十二章，包括工会组织的产生与发展、中国工会的产生与发展、工会的组织结构和组织系统、
企业管理与企业工会、工会与劳动力市场、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工程、职工民主管理工作、平等协商
和集体合同制度、工会劳动保护工作、工会女职工工作、工会财务工作和依法维护职工权益。
每一章都配有导读案例、学习资料、讨论案例以及复习思考题，这是一本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教材
。

作为“复旦博学?21世纪劳动关系管理丛书”之一，本书适合大学劳动关系、社会保障、人力资源管理
专业及相关经济管理专业师生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作为政府相关部门及企业工会相关人员的培训用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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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琴琴 教授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院长、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经济学博士。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教育部高等学校公共管理类学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兼任中国劳动学会劳动科学教育分会副会长、中国劳动学会劳动关系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德国波恩大
学“劳动未来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个人专著：《德国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与职业选择》、《劳动经济》。
在国内《欧洲》、《德国研究》、《中国劳动》、《改革》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
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世界银行及国家部委级研究课
题多项。
曾分别在德国慕尼黑大学、德国马普外国与国际社会保障法研究所、德国波恩大学“劳动未来研究所
”做访问学者和高级研究学者。
曾在德国慕尼黑大学和日本女子大学讲学。

吴亚平 教授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工会学系工会教研室主任，教授职称，曾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

1978年考入江西师范大学，1982年1月毕业分配至江西宜春师范学校教书，1985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法
政所读研，获法学硕士学位，1987年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任教至今。

独立主编或撰写的著作或教材有：《工会组织建设概论》、《女职工劳动权益保护》、《怎样当好职
工代表》、《工会法实例教程》等。
参与主编和撰写的著作和教材有：《劳动处理教程》（主编之一）、《新建企业工会工作实用教材》
（副主编之一）、《中国职工状况——内部结构及相互关系》、《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工会工作》、
《邓小平工人阶级和工会思想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工会》、《基层工会干部简明读本》、
《劳动关系?劳动者?劳权》、《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时期的工会理论纲要与述评》、《新编工会
学》、《工会干部培训教材》、《工会基础理论概论》、《中国劳动关系概论》等。
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工人日报》、《中国社会保障报》、《工会理论与实践》、《工会
理论研究》、《辽宁工运》、《浙江工运》等报刊杂志上发表论文80余篇。

承担的课程有：工会学原理、工会法、工会自身建设、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处理、职工民主管理、
女职工权益保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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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工场手工业可以看作作坊行会手工业向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过渡阶段。
在大多数情况下，工场手工业的出现是资本原始积累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也是传统手工业向现代机器
大工业转化的一个重要阶段。
正如西方经济学家伊顿所说：“工场手工业时期从16世纪中叶开始，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发生产业
革命时结束。
工场手工业为产业革命打开了道路；而建立在大规模机械化基础上的资本家的生产，便随着产业革命
而获得了全面发展的条件。
”①应当说，上述现象在欧美各国是普遍存在的。
而在当时的中国、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里，由于殖民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的经济侵略，传统手工业的
衰落则更为直接，几乎很少经历工场手工业阶段，而是外国资本输入和直接建立现代工业造成的。
工场手工业的工人，无产阶级化包括两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通过工场手工业的不断发展，手
工业者逐渐大量地聚集在一个企业里，并且他们的劳动日益减少了自主性，而受到了资本家越来越严
密的控制和监督，这种集中劳动是“联合劳动”，形成了新的生产力。
第二个阶段是机器的实际发展和采用的阶段。
随着冶金业的迅速改进，钢铁制造的机器出现了。
钢铁机器的出现，促进了劳动规模的扩大，资金的集中使用，劳动过程的严密化，由此带来了现代工
厂制度的开端。
劳动工具的改善和更新，使他们仅有的生产资料成为一堆废物，单纯金钱雇佣关系的确立，揭去了过
去宗法关系的温柔面纱，严密的分工、繁多的规章制度和劳动监督，使他们失去了劳动中的任何自由
，完全等同于机器般的劳动工具，这样，过去作坊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工人对某项专门技术的垄断被
打破了，他们被不可胜数的产业后备军挤到了随时面临失去饭碗的地步，总而言之，他们在产业革命
过程中失去了生产资料、专业技能，甚至失去了工作的基本保障，沦为真正的无产阶级。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工会管理理论与实务>>

编辑推荐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工会管理理论与实务>>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