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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期《社会法评论》共分“宪法学与社会法学的学术对话专题”、“社会法理论”、“劳动合同法专
题”、“社会保障法学”、“台湾法研究”、“域外法学”、“学术综述”等七个栏目，共计二十二
篇文章。
其中，“宪法学与社会法学的学术对话专题”栏目收录了出席由中国人民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
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宪法学与社会法学的学术对话——宪法与
社会建设”学术研讨会的五位学者的文章；“社会法理论”栏目共收录了五篇文章；“社会保障法学
”栏目共收录三篇文章；“域外法学”栏目共收录了两篇文章；最后，邓娟博士将参与“宪法学与社
会法学的学术对话——宪法与社会建设”学术研讨会的学者的观点进行整理，撰写了较为详细的会议
综述，以供学界参考。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社会法评论（第三卷）>>

作者简介

林嘉，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法学院党委副书记，中国人民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所长。
自1992以来，曾于香港城市大学、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韩国汉城国立大学、比利时根特大学、德
国马普研究所、美国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英国华威大学等进行交流讲学。
2005－2006年作为富布莱特项目高级访问学者在哈佛大学访学与研究。
2005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兼任中国法学会社会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劳动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商法研究会理
事、北京市法学会理事、北京市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民商法研究会常务理事、
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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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宪法学与社会法学的学术对话专题]  论对社会权的宪法保护  社会国家与社会权  试论社会宪法  弱势群
体的宪法保护  试论劳动宪法[社会法理论]  第三法域——社会法学说之“革命”意义——兼观点评析  
关于社会法的几个基本问题  社会法的界定论  和谐社会背景下我国社会法范畴和体系探究——兼谈社
会法的立法  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我国部门社会法的转型[劳动合同法专题]  《劳动合同法》的立法特
色  《劳动合同法》关于商业秘密保护与竞业限制的规定分析  《劳动合同法》体系性漏洞的类型化研
究及其补充[社会保障法学]  社会弱势群体保护的正当性论纲——一个原理角度的评述  中国社会救助
制度之评估及发展思路  慈善捐赠与民事赠与合同的区别[台湾法研究]  台湾就业歧视评议制度之现况
及实施检讨评析  台湾劳资争议协调与调解制度之初探  中国台湾地区和澳大利亚劳资争议仲裁制度比
较研究[域外法学]  法国法官与社会基本权利  英国公共住房政策和立法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以利物浦为中心的案例分析[学术综述]  “宪法学与社会法学的学术对话——宪法与社会建设”学术研
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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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我国社会法立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群
众基本生活，适应人口老龄化、城镇化、就业方式多样化，逐步建立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
、慈善事业相衔接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党和政府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关注民生，
保障困难群体、弱势群体和特殊群体基本生活权益，社会立法得到了充分重视。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社会法立法既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社会法在我国产生的历史非常短暂，学术界需要加大对社会法学的研究和探索，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同
时，更需要贴近我国社会法的实践，整合本土资源，提升社会法学理论水平，为我国社会法立法提供
理论支持。
社会法规的立法部门在机遇面前，应该有清醒的认识：社会法在化解社会矛盾、缩小城乡差别和贫富
差距、实现社会公平公正、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而社会立法还处于严重滞后状态。
我们认为，立法部门应该抓住机遇，努力缩短立法周期，提高社会法立法质量和效率。
在提高社会法立法质量方面，一是要紧扣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亦即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中心
，服务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大局；二是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立法宗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三是积极
拓展民主参与立法的渠道，逐步完善公众参与特别是困难群体、弱势群体、特殊群体参与的民主立法
机制；四是要科学规范现实存在的社会关系；五是要严格遵循法定的立法权限和程序。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加强社会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把握好立法机遇，进一步完善社会法的体系建
设。
（四）今后一段时期（十一五期间）我国社会法立法展望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等执
政理念的提出，社会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政府的服务功能日益加强，使得社会领域法律
制度的建设越来越成为政府工作的中心和重点，这也为加快社会法立法奠定了基础。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社会法评论（第三卷）>>

编辑推荐

《社会法评论(第3卷)》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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