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

13位ISBN编号：9787300083919

10位ISBN编号：7300083919

出版时间：2007-8

出版时间：中国人民大学

作者：黎建飞编著

页数：505

字数：548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

前言

　　我们正处在教育史、尤其是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重大的转型期。
在全球范围内，包括在我们中华大地，以校园课堂面授为特征的工业化社会的近代学校教育体制，正
在向基于校园课堂面授的学校教育与基于信息通信技术的远程教育相互补充、相互整合的现代终身教
育体制发展。
一次性学校教育的理念已经被持续性终身学习的理念所替代。
在高等教育领域，从1088年欧洲创立波洛尼亚（Bologna）大学以来，2l世纪以前的各国高等教育基本
是沿着精英教育的路线发展的，这也包括自19世纪末创办京师大学堂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短短一百多年
的发展史。
然而，自20世纪下半叶起，尤其在迈进21世纪时，以多媒体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主要标志的电子信息通
信技术正在引发教育界的一场深刻的革命。
高等教育正在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化、普及化教育，学校教育体系正在向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
转变。
在我国，党的十六大明确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就是构建学习型社会，即要构建由国民教育
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共同组成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教育体系。
　　教育史上的这次革命性转型决不仅仅是科学技术进步推动的。
诚然，以电子信息通信技术为主要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为实现从校园课堂面授向开放远程学
习、从近代学校教育体制向现代终身教育体制和学习型社会的转型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
但是，教育形态演变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变革的需求。
恰在这次世纪之交，人类社会开始进入基于知识经济的信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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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着眼于对我国现行劳动法规范进行分析、理解和运用，并同时关注世界主要国家的劳动法和社会
保障法。
涉及了从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的立法体例，劳动与社会保险事务的管理体制，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与义
务，劳动就业的基本制度和就业保障的措施，劳动保障的一般规定和特殊保护，劳动保护的制度和对
特殊群体的特殊保护，到社会保险的覆盖面、社会保险费的征缴方式、完善失业保险体制，养老保险
的社会化管理和服务、医疗保险费用支出模式、转变社会救济职能等内容。
本书语言通俗易懂，体例新颖，不仅可以满足远程教育的使用，同时对于关注我国劳动法和社会保障
法律制度建设的理论研究人员，实践中致力于劳动和社会保障事务的管理和司法仲裁人员、执业律师
等都具有参考价值，也适合各高等学校法律专业和劳动经济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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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换企业经营机制，增强企业活力进行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在劳动制度上，改革了国家统包统配的就业方式，实行了劳动合同制，引人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向
选择的机制。
在工资分配上，赋予了企业的分配自主权。
在社会保险制度上，推行了职工退休养老费用社会统筹和失业、工伤保险制度的改革。
这些改革表现为劳动工作由行政指令转变为运用法律手段来调整劳动关系。
　　从我国法律体系的要求看，劳动法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环节。
劳动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法律部门，是仅次于宪法的基本法律。
劳动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非常普遍和十分重要，直接涉及广大劳动者的切身利益，关系到经济发展和
社会安定。
没有基本法律，既影响法制建设的完善，又导致对劳动关系调整不力。
或者因缺乏具体的立法依据出不了台，或者出现重复立法、相互矛盾、各不配套的现象。
一些地区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事件有增无减，劳动争议案件发生率居高不下，有的因立法滞后导致
长期上访直至酿成恶性案件，都证明了劳动法在现实中的迫切性。
　　从国际劳工关系看，尽快颁布《劳动法》是实施国际劳工公约的需要。
我国是国际劳工组织的创始会员国之一，也已批准了相关的国际劳工公约。
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的规定，各会员国应在国内制定相应的法律，使其被承认的公约得以实施。
在国际劳务交流和技术合作中，《劳动法》也是保障我国劳务输出和劳务人员的合法权益所必不可少
的。
　　第二节 劳动法的基本原则　　充分体现宪法原则。
突出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宪法中有十几条条款规定了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这是制定劳动法的基础
和依据。
劳动法作为调整劳动关系的重要法律，应当充分体现宪法原则并使之具体化，突出对劳动者各项基本
权益的保护。
　　我国劳动法对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用人单位的义务和责任规定得比较明确和具体
。
在我国，劳动者的权利具有广泛性和现实性。
就广泛性而言，它包括三个方面的权利，即政治上的权利、经济上的权利和人身方面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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