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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制度建构是以社会价值共识的生成为前提的。
在我国，反就业歧视法律制度的建构需要一个反就业歧视的法律文化环境。
反就业歧视法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国民众反就业歧视权利意识的觉醒，有助于我国社会反
就业歧视价值共识的生成。
因此，加强对反就业歧视法(法学)的基础理论问题研究，为我国早日建立较为完善的反就业歧视法律
制度做好理论铺垫，是当代法学研究者，特别是劳动法学研究者的历史使命。
《反就业歧视法基础理论问题研究》作为一种改变我国反就业歧视法基础理论研究不足的现状的一种
尝试，力图对国内外反就业歧视法学研究的现状，就业歧视的界定与分类，反就业歧视的争论与立法
演进，反就业歧视法的渊源、性质和原则，就业歧视的构成要件与法律责任等基础理论问题有所突破
和创新。
《反就业歧视法基础理论问题研究》由冯祥武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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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祥武，1972年生，湖南永州人。
中共汕头市委党校法学副教授，兼职律师和兼职仲裁员。
1998年获湖南师范大学文学学士学位；2003年获中共中央党校法学硕士学位；2012年获厦门大学法学(
民商法)博士学位。
因自幼家境贫寒，故能恪守“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良训。
经历了一个从放鸭、放牛娃到一个法律职业人，从乡村小学教师到法学副教授，从中等师范毕业到博
士研究生毕业的艰难人生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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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就业歧视的概念 对于就业歧视的概念，虽然没有统一的界定，但从国内外有关反就
业歧视法律和学者对之的界定来看，就业歧视，是指就业过程中用工单位（雇主）基于劳动者个体的
或者群体的与工作岗位性质没有必要联系的特征因素（例如种族、肤色、宗教、性别、残疾），而对
之予以不合理的区别对待。
简言之，就业歧视是指求职者或受雇者在求职或从事职业过程中所遭受的不合理的区别对待。
 1.国外对就业歧视的定义 国际组织的诸如《就业与职业歧视公约》等公约和一些国家的反就业歧视法
律均对“就业歧视”有所定义。
 （1）国际公约对就业歧视的定义 为了消除歧视，联合国及联合国负责劳工问题的专门机构国际劳工
组织通过了一系列以反（就业）歧视为主旨国际公约，其中影响最大的有《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
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以及《就业与职业歧视公约》。
这三个公约对（就业）歧视都有所定义。
在这些定义中，以《就业与职业歧视公约》最为典型。
 《就业与职业歧视公约》第1条对“就业歧视”进行了较为权威的定义。
首先，该条第1款第1项规定“就业歧视”是指“根据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政治见解、民族血
统(natural extraction)或社会出身(social origin)所做出的任何区别(distinction)、排斥(exclusion)、优
惠(preference)，其结果是剥夺(nullify)或损害(impair)在就业与职业的机会或待遇上的平等。
”这里主要界定了就业歧视的原因（种族、肤色、性别等）及其侵害的权利类型（就业机会和职业待
遇）。
接着，公约第1条的其他款项对就业歧视的外延进行了两个方面的限定：其一，为扩大“就业歧视”
的外延，公约第1条第1款第2项还特别指出“有关成员在同雇主代表组织和工人代表组织——如果这种
组织存在—一以及其他有关机构磋商后可能确定其效果为取消或损害就业或职业方面的机会平等或待
遇平等的其他区别、排斥或优惠”，也是就业歧视。
即政府与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或其他有关机构集体协商所造成不合理的区别对待，也构成就业歧视。
其二，为限制“就业歧视”的泛化，公约第1条2款规定“对一项特定职业基于其内在需要的任何区别
、排斥或优惠不应视为歧视。
”最后，公约第1条第3款规定，就本公约而言，“就业”和“职业”二词所指包括获得职业培训、获
得就业和特定职业，以及就业条款和条件。
这里界定的是就业歧视发生的范围，即发生在雇用、教育、职业指导和培训、升职、转岗、集体谈判
、同工同酬、社会保障和福利设施、工作条件和安全、终止劳动关系、开具工作证明等“就业的全过
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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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反就业歧视法基础理论问题研究》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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