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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面向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主干课程教材。
该教材分为6篇20章，系统地论述了劳动法学的基本理论，全面阐释了劳动法主体、劳动关系协调法、
劳动基准法和劳动保障法的主要制度、理论和实务问题。
该教材着重吸纳国内外劳动法学和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劳动制度改革和劳动法制建设的新经
验，注重开阔学生视野、提高学生的劳动法理论水平和从事劳动法实务的能力，从整体上反映了劳动
法的理论研究与教材编写的最新水平。
    该教材既可以作为高等学校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专业学生学习劳动法的教材，也可以作为国家
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人员从事法律、劳动工作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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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全兴，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硕士，中国劳动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
会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社会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代表性著作：《劳动法》、《经济法基础理论专题研究》、《劳动合同法条文精解》等。
代表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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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立法简史篇第一章　外国劳动立法的产生和发展第一节 劳动法的产生劳动法作为法律体系中
的一个独立法律部门,产生于法律发展史的一定时期。
资本主义劳动法的产生,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工人运动的兴起密切相关;社会主义劳动法的产生,则
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同步。
一、劳动法产生的前提任何一个法律部门的产生都必须依赖于社会中产生出新的社会关系。
劳动法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同样需要其产生的前提。
根据现代的劳动法学理论,劳动法是以劳动关系的存在为其产生前提的。
劳动关系作为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以实现劳动过程的社会关系,只有在劳动力与生产资料需要通过
一定社会关系结合的条件下,才会产生。
如果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同属于一个主体,该主体为实现劳动过程而将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无需也不
会出现劳动关系。
如果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别归属于不同主体,即劳动力的所有者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或占有者不是同一
主体,双方主体为实现劳动过程才会形成劳动关系。
因此,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别归属于不同主体,才会有劳动法赖以产生的前提。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并不具备劳动法产生的前提。
原始社会中实行生产资料氏族所有制,氏族成员既是劳动力所有者又是生产资料所有者。
奴隶社会中,不仅生产资料为奴隶主所有,而且寓于奴隶身体的劳动力也归奴隶主所有,因为奴隶不是人
而仅是会说话的工具。
封建社会中,农奴与封建主有人身依附关系,在封建庄园为封建主劳动,被使用的劳动力归封建主所有;至
于小农劳动,则是小农以自己的劳动力运用自己的少量生产资料所进行的。
当然,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也有奴隶、农奴之外的少量自由人以自己的劳动力为他人劳动,但这种现
象在社会中所占分量甚微。
所以,在原始社会不可能产生劳动关系,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不可能大量产生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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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制定了《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故被称为劳动立法年。
这在我国立法史上前所未有。
《劳动法学》（第二版）在2004年初版的基础上，吸收劳动法的最新立法成果和理论成果，由王全兴
修改定稿。
各章撰稿人（以撰写章节先后为序）有：王全兴（湖南大学）：第一、四、五、六、七、十章何 平（
温州大学）：第二、十四章周长征（南京大学）：第三章许建宇（浙江大学）：第八章管 斌（华中科
技大学）：第九、十一章韩桂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第十二、十三章钱叶芳（温州大学）：第十
五、十六章吕 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第十七、十八章侯玲玲（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第十九、二
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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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劳动法学(第2版)》为全国高等教育法学专业必修课、选修课系列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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