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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社会法及其范围内诸法的基本概念、基本制度框架和基本理论知识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回
顾和反思了社会法制建设的历程；客观介绍了人们关注的社会热点、难点、焦点问题；对所展现的各
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探讨了问题的解决办法。
全书分4编22章。
第一编，社会法基本理论。
包括对社会法的概念、性质、与诸法的关系、社会法出现的历史进程以及它的任务、作用和基本原则
等基本理论问题的介绍和论述。
第二编，劳动法。
论述了劳动法的基本理论知识，用史、论结合方法介绍了中外劳动立法的发展历史。
第三编，社会保障法。
在论述社会保障法基本理论部分中，特别对社会保障权的性质以及存在颇多错误认识的社会保障法律
权利、义务关系等问题，作了较为透辟的解释。
对社会保障各项制度建设中的问题，包括国有企业职工尤其是老职工养老、医疗保险待遇与机关、事
业单位差距过大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第四编，工会法及其他法律。
工会法与同样具有公、私法规范融合的特点的社会团体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一同列入第四编。
??本书计划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系硕士、博士研究生教材之一。
它同样适合各高等院校法学专业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作为教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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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史探径，生于1925年11月25日，卒于2005年4月7日，江苏溧阳人。
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
毕业后至1958年先后在北京市总工会和市劳动局工作。
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劳动；“文革”期间被遣送回乡。
1979年被平反后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工作，从事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社会法理论研究。
离休后曾任法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特聘教授。
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主要著作有：专著《劳动法》；主编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社会保障法研究》、社科院重点项目成
果《中国人权建设》；参加合著40余部，发表论文70余篇，共发表学术论著300余万字。
自1995年始受聘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法律顾问委员直至去世，另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劳动与社会保障
法专业委员会顾问。
曾获中国劳动法学研究会颁发的劳动法学研究杰出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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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章 社会法出现的历史进程及其作用和前景　　第一节 社会法出现的历史进程　　一、西方
国家社会法的出现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随着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罗马法关于公法和私法划
分的观念基础上，私法地位越来越显突出，出现了私法与公法并存共荣的局面。
有的法学家把这种法律结构称为二元法律结构。
权利能力平等原则、私有财产神圣原则和契约自由原则，被奉为私法自治的三大原则。
　　产业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和市场经济的空前繁荣。
而同时，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中和完成过渡后，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如劳工劳动条件恶劣
尤其是职业安全卫生受到严重威胁，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工资劳动者以及其他大多数公民在生、老、
病、死、伤、残、死亡、失业等情况下出现困难得不到援助，以及人们生存环境污染等。
这就迫使人们不得不对绝对的“私法自治”观念产生怀疑和不满。
于是，国家权力开始越过公法的界限而介入私法领域。
　　所谓介入，并非否定私法的地位，而是在尊重私法自治的前提下，对私法中的部分领域有限地、
有条件地渗透入内，掺入强制性规范，目的是更好地保护公民个人尤其是社会上弱者群体中个人的权
利。
订立雇佣契约是最为明显的例子。
订立雇佣契约是用工双方当事人之间建立雇佣关系的基础，适用契约自由原则。
事实上，受雇人处于弱者地位，他们享受不到与雇佣人相等的契约自由权利，为谋生而不得不接受极
其苛刻的雇佣条件。
国家权力介入之后，契约自由原则受到限制，契约内容中必须包括某些强制性的国家规定的劳动标准
，用以保护受雇人的利益。
这时雇佣契约就称为劳动契约，成为劳动法的一个基础部分。
加上工厂法中的强制性保护劳动者的规范，二者汇合，构成了劳动法这个法律部门。
因此，《劳动法》常被称为私法公法化的一个典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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