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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众所周知，民商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它以民事主体制度、物权制度、债与合同制度、知识产权制
度以及各项商事特别制度等勾勒出市场交易的基本脉络。
这也正是民商法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的原因所在。
民商法是私法，它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强调意思自治原则的指导地位；民商法
是权利法，它以权利为基本的逻辑起点，又通过权利制度确认当事人的行为规则。
我国民商事立法虽然起步较晚，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不仅有了起着民商事基本法
作用的《民法通则》，而且还制定了大量的单行法、特别法，如《婚姻法》、《继承法》、《合同法
》、《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公司法》、《证券法》、《信托法》、《保险法》
、《票据法》、《海商法》、《企业破产法》，尤其是经过13年的努力，《物权法》今年已获通过并
即将实施。
另外，《侵权责任法》、《人格权法》也已纳入立法规划。
可以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民商法律框架已经初步形成，而民法典在未来的出台更将
为这一框架奠定坚实的核心。
如同国外的成熟经验一样，立法的每一步进展都离不开理论研究的支撑。
二十多年来，我国民商法学研究在不断探索中，逐渐走出了计划经济时代的低迷，市场经济的不断发
展和完善为我国民商法学者提供了广阔的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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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高等院校法学院的专业课教材，本书力图简捷地阐述劳动法学的基本原理，系统地介绍劳动法律
的体系，既具体描述劳动法律规范中蕴涵的立法背景和立法意图，又冷静地探讨其中的缺憾，引导读
者思考未来的发展方向或者现实生活中突出矛盾的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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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建立完善的劳动合同制度，劳动合同的自由与政府适度的干预相结合严格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主
体应该是相互独立、法律地位平等的个人，任何人均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以迫使其接受自己
的条件，形成他们关系的固定形式就是劳动合同。
在现代化市场经济条件下，合同关系是最基本的法律关系，劳动力市场主体的一切活动都是通过缔结
、签订劳动合同来进行的，没有劳动合同制度也就没有劳动力市场。
因此，建立完善的劳动合同制度，维护劳动合同的严肃性是劳动法律体系的首要任务。
没有劳动合同自由，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劳务市场；同样，没有政府的适度干预，也不可能形成正常
的劳动合同秩序。
即使在合同关系历来为私法所调整的西方国家，也把劳动法列为公法与私法共同调整的范畴。
因为在劳务市场活动中，劳动者需要特殊的保护，在劳动安全、劳动者的健康与卫生条件等方面，政
府应强制用人者承担义务，从而形成政府和用人者之间的关系，而且不得以劳动合同降低标准和改变
内容。
政府的干预是劳务市场本身所必然要求的。
四、体现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我国经济制度和公民基本权利的
重要内容。
这一原则使劳动者的物质利益收入同他自己的劳动努力密切联系在一起，可以促使劳动者关心自己的
劳动成果，关心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与计划经济体制不同，在市场经济中，国家对这一原则的保证不是靠下达调资指标或规定工资级别来
实现，而是通过确立最低工资标准、税收等宏观调控手段来间接发生作用。
同时，按劳分配原则包含着同工同酬的内容，即要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确定劳动报酬，等量劳动
得到等量报酬；在法律上明确规定禁止同工不同酬的行为，并且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以强制这一原
则得以贯彻。
五、保护公平竞争与保护弱者权益相结合保护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特征之一。
所谓公平不是指结果的公平，而是指一切竞争者应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服从同一法律规则。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教程>>

编辑推荐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教程(第2版)》：21世纪民商法学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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