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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凝聚作者多年研究心得，极具理论前瞻性。
在书中，作者既保证了劳动法基本原理的完整性，又注重对某些问题作有一定深度的探讨性论述，书
中初版某些有适度超前性的观点，被后来的劳动制度改革和劳动立法实践所验证和吸收。
作者以劳动法立法简史、劳动法基础理论、劳动关系协调、劳动基准、劳动保障以及法律救济等知识
板块来搭建劳动法的内容架构，娓娓道来，独具匠心。
本次修订，既吸收了近年来劳动法学研究的新成果，又反映了我国劳动制度改革和劳动法制建设的新
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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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全兴，男，教授，硕士生导师。
1956年8月生，湖北人。
1989年8月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获法学硕士学位。
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法学院副院长，硕士生导师。
湖北省经济法学会理事、武汉市经济法研究会常务理事。
社会保障法理论与实务。
出著了《劳动法》、《职工参与制度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劳动法>>

书籍目录

第二版前言第三版前言立法简史篇　第一章 外国劳动立法的产生和发展　　第一节 劳动法的产生　
　第二节 资本主义国家劳动立法的发展　　第三节 社会主义国家劳动立法的发展　第二章 中国劳动
立法的产生和发展　　第一节 旧中国的劳动立法　　第二节 新中国的劳动立法　　第三节 香港、澳
门和台湾地区的劳工立法　第三章 国际劳工立法的产生和发展　　第一节 国际劳工组织　　第二节 
国际劳工立法　　第三节 国际劳工立法与中国基础理论篇　第四章 劳动法概述　　第一节 劳动法的
概念和调整对象　　第二节 劳动法的地位和基本特征　　第三节 劳动法的基本原则　　第四节 劳动
法的形式和体系　　第五节 劳动法的作用　第五章 劳动法律关系　　第一节 劳动法律关系　　第二
节 劳动行政法律关系　　第三节 劳动服务法律关系　第六章 劳动法主体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劳动者及其团体　　第三节 用人单位及其团体　　第四节 劳动行政部门和劳动服务主体劳动关系协
调篇　第七章 劳动合同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劳动合同的形式和内容　　第三节 劳动合同的订
立和续订　　第四节 劳动合同的履行和变更　　第五节 劳动合同的终止和解除　　第六节 劳动合同
的管理　第八章 集体合同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集体合同的内容、形式和期限　　第三节 集体
合同的订立和效力　　第四节 集体合同的履行、变更和终止　　第五节 集体合同的管理　第九章 用
人单位内部劳动规则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用人单位内部劳动规则的制定和效力　　第三节 劳
动组织规则　　第四节 劳动纪律制定和实施规则　第十章 职工民主管理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第三节 平等协商制度　　第四节 企业机构内职工代表制度　　第五节 职工民
主管理的利益机制劳动基准篇　第十一章 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最高工时
标准和工时形式　　第三节 休假　　第四节 延长工作时间　第十二章 工资　　第一节 概述　　第二
节 工资构成和工资形式　　第三节 工资保障　　第四节 工资总量宏观调控　第十三章 劳动保护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劳动安全卫生技术规程　　第三节 劳动保护管理制度　　第四节 女职工和未
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劳动保障篇　第十四章 劳动就业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实现就业的方式　
　第三节 劳动力市场管理　　第四节 劳动就业服务　　第五节 特殊就业保障　第十五章 职业培训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职业培训的主要形式　　第三节 职业技能鉴定　第十六章 社会保险　　第
一节 概述　　第二节 社会保险制度的基本要素　　第三节 养老保险　　第四节 失业保险　　第五节 
工伤保险　　第六节 医疗保险　　第七节 生育和死亡保险　　第八节 农民工社会保险　第十七章 职
工福利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职工福利机构和基金　　第三节 职工个人福利补贴　　第四节 职
工集体福利法律救济篇　第十八章 劳动争议处理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劳动争议处理体制　　
第三节 劳动争议基层调解　　第四节 劳动争议仲裁　　第五节 劳动诉讼　　第六节 举证责任　　第
七节 集体合同争议处理　第十九章 劳动监督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劳动监察　　第三节 工会劳
动监督　第二十章 法律责任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用人单位法律责任　　第三节 劳动者法律责
任　　第四节 其他劳动法主体法律责任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劳动法>>

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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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法产生的前提劳动法作为一个以劳动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的独立法律部门，理所当然要以劳
动关系的存在作为其产生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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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一定社会关系进行结合的条件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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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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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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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量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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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劳动法>>

编辑推荐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劳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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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