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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材是对学科发展的集中反映，学科的发展必然反映到教材中来，而教材则应主动反映学科的发
展变化；教材体系是学科体系的写照，学科体系的完善一定会对教材体系产生影响，而教材体系就当
对学科体系的逐步完善给予准确有表达。
中国法学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经过一代又一代学人为之贡献智慧，经过社会实践，尤其是法制实
践的一再检验和修正，经过与中外各种学说的反复交流、碰撞，已经形成了以不断丰富的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与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哲学、文化等相融相通，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发展要求
的完整体系。
由教育部法学教学指导委员会确定的16门法学核心课程是对中国法学体系的一个浓缩，也是为适应普
通高等教育法学本科阶段的教学的需要而对中国法学体系所做的一个提炼。
为了在教学活动中更好地表达这个经过浓缩的法学体系，我们编写了这套教材：“普通高等教育法学
核心课教材”。
这是一个与我国的法学体系相一致的较为完整的教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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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在“十一五”期间被列为法学核心课程。
《普通高等教育法学核心课教材：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分为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两部分。
包括劳动法概述、劳动合同、集体协商与集体合同、就业服务与职业培训、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工
资、劳动安全与卫生、劳动监察、劳动争议的处理、社会保障法概述、社会保险法、非典型就业劳动
者法律保护制度等内容。
力求使学生掌握劳动与社会保障方面的基本法律问题，全面反映劳动与社会保障方面的我国最新立法
情况和现状，并从实践的角度出发，重点着眼于准确地对现行法律法规进行阐述与分析。
　　《普通高等教育法学核心课教材：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为普通高等教育法学专业的核心课程教
材，供法学专业本科生、法律硕士研究生学习劳动和社会保障法使用，也可供参加司法考试的社会人
士作为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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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荣芳，湖北京山人。
1982年考入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法律专业，1986年从西南政法大学毕业后分配至原武汉水利电力大学
政法系任教。
1998年获得武汉大学法学院经济法硕士学位。
2007年获得武汉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博士学位。
现任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兼任中国劳动法学会理事。
主要从事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经济法的教学工作。
已在《法学评论》、《河北法学》、《甘肃政法学院学报》、《珞珈法学论坛》、《月旦财经法杂志
》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0多篇，编著《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劳动合同法学》、《经济法学》
等。
代表性成果有：《浅谈我国企业职工民主管理制度的法律完善》、《我国企业职工民主管理制与德国
企业职工参与制比较研究》、《劳动关系中的三方机制研究》、《论我国劳动派遣机构的规制》、《
劳动力派遣中的雇主责任承担》、《中国劳务派遣制度评析》、《试析我国的雇员辞职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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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劳动法概述　　第一节　劳动法的概念和调整对象　　一、劳动法的概念　　劳动法的
概念因定义的角度不同而不同，有的从保护对象的角度将其称为“从属性劳动者之保护法”，或称“
从属性劳工之特别法”；有的以法律关系作为定义的重点，将其定义为“劳资关系法规”或称“规范
劳动关系及其附属的一切关系之法律制度全体”或“规范劳动关系之法律的整个体系”；有的以主体
和客体二者作为劳动法定义的要素，将其称为“规范从属的劳动者与雇主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
我国劳动法学界主要以法律关系为标准，将劳动法界定为调整劳动关系和与之密切联系的其他社会关
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本书以此作为劳动法的定义。
所以，在定义劳动法的概念时，首先应当解决劳动关系的认定问题。
　　劳动关系是劳动法基本、核心的问题。
从理论上讲，它是劳动法的基本调整对象，是劳动法概念的核心；在实务中，劳动关系是劳动者享有
相关劳动保护的前提条件，是用工者承担相关劳动保护义务的基础，在争议的处理过程中，争议处理
机构首先认定争议双方是否形成劳动关系，确定争议的处理机构、程序，确定适用的实体法规范。
我国《劳动法》第1条规定，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理权益，调整劳动关系，建立和维护适应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劳动制度，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依据宪法，制定本法。
但《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均未对劳动关系的定义加以规定。
　　二、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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