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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案例教学颇受学生的欢迎和教师的重视，越来越成为课堂教学的重要形式，尤其对于一些注
重体验性知识积累和实践能力培养的学科，如法学、医学、管理学等，案例教学更有不断强化的趋势
。
作为一门以知识性和操作性为重要特征的课程，《国际劳工标准》也需要案例研究的支持和案例教学
的形式，这是我们编写这本教材的根本动因和基本出发点。
·劳工标准案例的特点本书虽然也是讲述案例，但相对于法律类、MBA或MPA类案例写作，又有明显
的不同之处，这种差异来源于对国际劳工标准问题相对特殊性的考虑。
这种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它范围的国际性、制度的软约束性、实施的自觉性和知识的综合性。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劳工标准不再是一国自身的问题，而是逐渐跨出国界，在国际性的协商框架下
来加以解决。
在国际劳工组织的推动下，各国国内的劳工权益保护、工作条件改善和工作机会增进等问题逐渐国际
化，演变成今天的国际劳工标准问题。
考虑到它范围的国际性，我们在考察和理解国际劳工标准时，就有必要建立起国际视野，眼中既要有
世界各国各民族共同的价值观和人类的整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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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案例评析旨在增进读者对国际劳工标准问题的综合理解，培养对该领域的现实观察和政策评估
能力。
全书共分九章，内容涉及劳工标准的概念、体系、相关主体与实施途径、中国与国际劳工标准等。
    本书的特色在于：在案例的选取和评析上，突出了劳工标准问题的特殊性质——范围的国际性、制
度的软约束性、实施的自觉性和知识的综合性，以帮助读者加深理解，全面把握，并建立起与研究对
象相适应的思维模式和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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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国际劳工标准的制定案例二 反对童工世界日案例介绍2008年6月12日是全球第七个“反对童工
世界日”。
此次反对童工世界日的主题是“教育：童工应享有的权利”（Education：The Right Response to Child
Labor）。
国际劳工组织认为通过在世界各地的广泛宣传，使得相关各方意识到让所有儿童接受教育（至少也要
保证最低就业年龄的儿童），通过正确的教育政策给儿童提供素质教育和技能培训，才是解决童工问
题的根本所在。
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是一个国家在消除童工斗争中取得进展的最重要因素，而教育的普及则是消除童工
最有效的手段。
教育与消除童工现象之间有着重要联系，过早地开始工作将阻碍儿童接受教育，而无法获得或负担教
育也是儿童从事工作的推动因素之一。
根据教科文组织的数据显示，2006年，全球小学适龄儿童中有7 500万人失学，比1999年的1.03亿有所下
降。
同时，近年来童工人数也出现下降，2004年，从事经济活动的五岁至十四岁儿童比四年前减少了2 000
万，但总数仍较高，为1.91亿，其中1.65亿为童工。
教育可帮助受到经济和社会双重排斥的儿童和青年摆脱贫困。
受教育的权利是基本的人权。
孩子们需要接受良好的高质量的教育和培训，他们只有获得足够的技能，才能使他们成功地在劳动力
市场上谋求到体面的劳动。
教育投资对一个国家来说也是受益颇丰的投资。
国际劳工组织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消除童工劳动和普及教育可以产生重大的经济利益，在全球范围
内的收益超过成本的比率，超过6：1。
接受了有益教育长大的父母，他们更愿意把自己的子女也送去上学。
提供高质量的强制义务教育是减少童工现象的重要政策手段。
各方应致力于确保儿童在达到就业最低年龄之前获得良好的教育和技能培训，推动全民教育的策略和
措施中应纳入减少童工现象的目标，儿童工和其他边缘团体的儿童的教育权利应得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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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集体智慧与汗水的结晶。
参与本书编写的是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的几位教师：刘文军、王祎、刘秀琼、汪培。
在编写过程中，几位同事通力合作、共同探讨、互相提点、互相帮助，充分体现和感受到了集体的凝
聚力。
可以说，亲密无间的合作是本书得以成稿的最重要保证。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副主任余云霞教授作为本书主审，其工作实际上远
不止于书稿的审订。
本书从立意、构思、资料搜集与整理、写作、修改直到完稿的两年时间里，在各个环节上，佘教授都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外，作为国际劳工标准问题方面的资深专家，佘教授还是本书匹配教材《国际劳工标准》的主编和
相关专著《国际劳工标准：演变与争议》的作者，其卓越的前期研究成果为本书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性
支持。
作为编者，我们对此表示特别的感谢。
在本书立项和编写过程中，我们还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支持、关心和帮助，在此谨向以下组织和个人
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中国劳动关系学院领导的支持与关心。
学院领导对科研和教学的重视，对教工的关心和爱护，是本书写作得以进行的前提条件。
感谢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科研处的领导和同事，他们对学术工作一如既往的支持是本书写作得以顺利进
行的重要保障。
感谢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的支持与帮助，使我们得以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从事书稿编写工作
。
本书的编写已是我们生命长卷中匆匆翻过的一页，而各方的支持与帮助将继续激励着我们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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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际劳工标准案例评析》是由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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