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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今世界各国，即使是经济发达、社会文明的国家，也存在弱势群体，存在着表面平等、实质不平等
的社会关系。
为了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各国普遍用劳动法、社会保障法来调整这种表面平等而实质不平等的
社会关系，以实现社会平等与和谐。
2005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中提出，要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
劳动法归根到底是保护弱势劳动者群体的合法权益的法，是调整劳动关系、维系发展和谐稳定劳动关
系的法律保障。
社会保障法是社会的安全网、稳定器和实现社会公平、和谐的调节器。
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律支撑，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法律保障。
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是同属于社会法范畴的两个独立法律部门。
劳动法学与社会保障法学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独立法律学科。
为便于学习，将本书定名为《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学》。
《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学》是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建设项目立项之一，由中国政法大学王昌硕教授
主编。
长期以来，我国劳动法学的教材建设落后于教学，开设社会保障法学课程的高校极少。
作为高等院校法学学科体系中一门重要课程，本项目将使课程讲授更加丰富、具体和实用，教学工作
也有了相应的理论支撑，有助于劳动法学与社会保障法学的教学改革。
当然，这仅是一种尝试，仍需进一步研究探讨。
《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学》教材立项的社会背景和与同类教材不同。
我国是国际劳工组织的创始国和理事国，并且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劳动和社会保障领域的法治建
设将逐步与国际规则接轨，国外先进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领域的法治思想和制度将逐步影响我国劳动和
社会保障法治建设进程，催化我国劳动和社会法治建设进一步适应市场经济要求。
本项目在此背景下立项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学>>

内容概要

　　当今世界各国，即使是经济发达、社会文明的国家，也存在弱势群体，存在着表面平等、实质不
平等的社会关系。
为了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各国普遍用劳动法、社会保障法来调整这种表面平等而实质不平等的
社会关系，以实现社会平等与和谐。
本教材以保护弱者为主旨，半从社会法弱势群体权利本位和社会本位的视角分析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
的本质和内容。
注意避开国内同类教材架构的行政化色彩，尽量贴近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障关系的调整
，力求精益求精，努力做到观点前瞻、理论性强、知识面广、材料详实、体系创新、可操作性强。
　　本教材适用于高等学校本科生，也可供研究生、教学人员、劳动保障行政人员、工会工作者参考
以及广大劳动者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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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劳动法总论第三节 劳动法律渊源法律渊源，也可称为法源（source of law），但其大约有以下
几种理解：一是法的存在形式，即为了具体认识的目的，观察法以如何形式被形成、被表现。
这种意义上的法源意味着在法的解释适用时，解释者或法官可以援用或作为裁判的法规范形式，如制
定法、习惯法、判例、学说等。
这种法源理解，存在不同的称谓，但是最常用的方法；二是法社会学使用中的法源，旨在探究创造法
的原动力或法成立的原因。
依这种法源理解，道德、习惯、宗教及其他社会规范、外国法、判例、学说应是法源；三是法哲学倾
向的法源，类似法的效力根源；四为历史的法源，主要针对法体系的历史由来等。
我国学者使用了第一种理解方法，即法律渊源是法律规范的具体表现形式，也就是法律适用者或执法
者的适用法律、执行法律活动的依据。
因此，我国劳动法律渊源包括：1.宪法中有关劳动者基本权利义务的规定。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的有关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及国家
安全的最高准则，它是法律制定的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以及其他所有社会规范都不得与
宪法相冲突。
宪法中有关劳动者权利义务的规定、有关劳动领域事务的规定是劳动立法的依据，也是最重要的劳动
法律渊源。
2.劳动法律及其他相关法律中的劳动法律规范。
在我国，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劳动法律及其他相关法律中的劳动法律规范构成第二层次的劳动
法律渊源，效力低于宪法的相关规定。
我国目前颁布的《劳动法》《工会法》《职业教育法》《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矿山安全
法》都属于劳动法律，此外，《妇女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障法》《企业法》《刑法》等法律之中
也有有关劳动法律规范等。
3.劳动行政法规。
国务院颁布了数量相当的劳动行政法规，它是最高行政机关制定的条例、规定、法律实施细则等。
其内容不得与宪法、法律相抵触，具有法律效力，即具有法律适用效力和行政执行效力的劳动法律规
范。
如《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即是其中的重要法规。
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颁布的劳动行政法规相对于其他领域而言，数量是较多的一类。
4.地方劳动法规。
依据宪法的规定，省、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
下，可以制定和发布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民族自治区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制定和发布自治条例
和单行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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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学》是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是由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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