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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推进，劳动法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日益突出
。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就业是民生之本，劳动是劳动者维系生存的基本手段；劳动过程中的职业安全和
卫生与劳动者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直接相关；最低工资与休息休假使劳动者与“会说话的劳动工具
”相区别，从而享有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职业培训实际上赋予了劳动者社会汹涌变革以及技术不断
更新情势下的可持续工作权；社会保险制度解除了劳动者的后顾之忧，是社会的稳定器和减压阀。
还没有一部法律与广大的民众如此息息相关、血脉相连！
　　在讲授劳动法过程中，我感到现行的普通高等教材大多并不适合高职生使用，有些教材理论陈杂
，使学生莫衷一是，一头雾水；有些教材理论与现实脱节，与劳动法律规范结合不够，缺少实用性和
针对性。
所以，我在编写这本教材的时候，考虑高职生的特点，有意在以下方面下了工夫：一是理论简练、新
颖，我国的劳动关系实践不断超越现有的劳动法理论，我国新颁布的劳动法律规范不断突破现有的劳
动法理论，提供简练且新颖的理论，是我写作本书的追求；二是实用性，劳动法是应用法，而不是观
赏法。
我尽可能将劳动法理论与劳动法律规范结合起来，并在每一章增加了案例点拨与实战演练，以期学生
能够将理论与实务有效对接，让学生学有裨益，学以致用。
这也是将本书命名为《劳动法理论与实务》的初衷。
当然，由于学识浅陋，时间仓促，本书肯定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疏漏，离写作的目的和追求还有一定
的距离，殷切希望各位学者和读者批评、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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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全面阐释了劳动法基础理论以及劳动关系协调、劳动基准和劳动争议处理的主要制度、理论和
实务问题，具体包括劳动法的主体、劳动就业与职业培训、劳动合同、集体协商与集体合同、工时与
休息休假、工资福利、劳动保护、社会保险、劳动监察、法律责任等内容。
该教材理论介绍简练新颖，反映了国内外劳动法理论的最新成果；吸纳了《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
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等最新法律法规，反映了我国劳动法制建设的
新实践。
    本教材充分考虑高职教学的要求，特别是结合法学教学的特点，设置了案例点拨和实战演练两个模
块，将案例作为解剖的麻雀，展示解剖麻雀的流程，使学生学会理论与实际对接，训练其法律思维，
提高其实际运用知识的能力。
    本教材不仅适合高职劳动法教学使用，也可以作为社会工作者、企业劳资人员、工会干部以及广大
劳动者学习劳动法的普及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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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劳动法概述  第一节  劳动法的产生和发展    一、劳动法产生的前提    二、资本主义国家劳动法
的产生和发展    三、我国劳动立法概况  第二节  劳动法的概念及其体系框架    一、劳动法的概念    二、
劳动法的体系框架  第三节  劳动法的调整对象及其适用范围    一、劳动法的主要调整对象是劳动关系   
二、劳动法还调整与劳动关系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社会关系    三、劳动法的适用范围  第四节  劳动法律
关系    一、劳动法律关系的概念    二、劳动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    三、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    四、劳动
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及消灭    案例点拨    实战演练第二章  劳动就业和职业培训  第一节  劳动就业概
述　　一、劳动就业　　二、失业　　三、充分就业　第二节　劳动就业的基本原则　　一、国家促
进就业原则　　二、市场就业原则　　三、平等就业原则　　四、照顾特殊群体人员就业原则　第三
节　促进就业制度概述　　一、政府在促进就业中的职责　　二、促进就业的政策支持　　三、就业
服务　　四、职业中介　　五、就业援助　第四节　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　　　一、职业教育与培训
　　二、职业分类和职业技能鉴定　案例点拨　实战演练第三章　劳动合同法律制度概述　第一节　
劳动合同的立法概况　　一、劳动合同的立法概述　　二、《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宗旨　　三、对《
劳动合同法》的评价和认识　第二节　劳动合同制度概述　　一、劳动合同的概念和特征　　二、劳
动合同和劳务合同的区别　　三、劳动合同的分类　第三节　劳动合同的内容、形式和期限　　一、
劳动合同的内容　　二、劳动合同的形式　第四节　特殊用工模式　　一、劳务派遣　　二、非全日
制用工　案例点拨　实战演练第四章  劳动合同的订立、履行和变更第五章  劳动合同的解除和终止第
六章  集体协商与集体合同第七章  工作时间与休息休假第八章  工资法律制度第九章  劳动保护法第十
章  工会和职工民主管理第十一章  社会保险第十二章  劳动保障监察第十三章  劳动争议处理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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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劳动法概述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劳动法产生的原因和劳动法的
发展历程，了解我国劳动法的立法概况，了解劳动法的体系框架，了解劳动法律关系的概念以及劳动
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与消灭；掌握劳动法的概念、调整对象及其适用范围，掌握劳动关系的概念、
特征和分类，掌握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内容和客体；在实务中，能够区分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熟
悉劳动关系的举证责任和证据范畴。
　　第一节　劳动法的产生和发展　　一、劳动法产生的前提　　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社会是
法律的源头，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体现了经济基础的要求，又直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劳动法作为一个独立法律的兴起，是以大量劳动关系的存在和建立为前提的，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
段的产物，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强烈要求。
　　原始社会揭开了人类社会的第一页，但作为社会的初级阶段，没有国家，也没有法律。
奴隶社会，奴隶和其他生产资料一样属于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奴隶仅是会说话的工具而已，其没有任
何权利。
封建社会，农民虽然有了一定的人身自由，但农民实际上相当于农奴，与封建主仍具有人身依附关系
，其在封建主的役使下为封建主提供劳动，同样不具有独立的人格。
奴隶和农奴为奴隶主和封建主提供劳动，因为奴隶和农奴丧失了独立的人格，所以难以成为独立的劳
动关系主体，代表奴隶主和封建主利益的法律也不予以干涉，专门以调整劳动关系为己任的现代意义
上的劳动法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并没有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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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教材全面阐释了劳动法基础理论以及劳动关系协调、劳动基准和劳动争议处理的主要制度、理
论和实务问题，本教材不仅适合高职劳动法教学使用，也可以作为社会工作者、企业劳资人员、工会
干部以及广大劳动者学习劳动法的普及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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