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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5年，当杨河清院长委托我主编《国际劳工标准》一书时，我欣然受命。
应该说，与其他学科百花齐放，有几十种甚至上百种教材、专著的状况相比，那时，国内在“国际劳
工标准”领域中尚未有教材，专著也可谓是凤毛麟角。
撰写一本《国际劳工标准》的教材，让更多的大学生、研究生在学习期间，就可以对国际劳工标准和
国际劳工组织有一些系统的了解，并追寻国际劳工标准的最新进展，将来成为国际劳工标准领域从事
教学和科研的新生力量，一直是我的愿望。
同时，我认为自己也胜任主编的工作。
因为，2002年年初，中国工人出版社曾经出版过我独自撰写的专著《国际劳工标准》。
这些年来，我一直关注着国际劳工标准的最新进展，并积累了大量的资料，这就为此次编写教材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
 本书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科研项目“国际劳工标准与中国劳动法比较研究”的成果之一。
该研究项目推动了我们从国际劳工标准与中国劳动法比较的视角对国际劳工标准及其最新进展进行梳
理和阐述。
 本书的编写，参阅了国际劳工组织所有相关的中文文献和部分英文文献，以及国内外的相关文献，几
经讨论修改完善，对全面、系统、深入地了解国际劳工标准，对参照和借鉴国际劳工标准，都具有重
要的价值。
本书对国际劳工标准和国际劳工组织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述，既注意到它们的历史发展，更着重于它
们当前的进程。
其主要特点如下： 一是以体面劳动作为该书的主线和灵魂。
“体面劳动”提出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它很快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识，即工作中的基本权
利、充分的就业、完善的社会保护以及有效的社会对话。
本书的所有篇幅都是围绕体面劳动这条主线展开的，体面劳动是这本书的灵魂。
 二是反映了国际劳工标准的最新进展。
国际劳工组织从1919年开始共制定了188个劳工公约和199个建议书。
这些公约和建议书，有些是适时的，有些是过渡性的，有些是被搁置的，而有些则是失效的，本书在
相关章节已对此做出说明。
同时，本书还系统地介绍了最近10余年来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的公约和建议书。
 三是体现了中国现阶段对国际劳工标准关注的视角。
本书根据国际劳工标准的监督机制，分类（核心劳工标准、优先劳工标准、一般劳工标准）系统地介
绍了国际劳工标准。
同时，也明确指出在中国现阶段这些不同标准的意义。
例如，核心劳工标准明确的是工人的基本权利，优先劳工标准强调的是政府的作用，而一般劳工标准
规定具体、指向性强，这些劳工标准对于中国现阶段劳动保障立法，具有十分重要的参照和借鉴意义
。
 四是通过系统地介绍国际劳工标准的制定、实施和监督，使读者明了国际劳工标准通过何种方式对主
权国家劳动法制产生影响；同时，作为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应该履行哪些义务。
 五是全面阐释了国际劳工标准所处的时代背景，将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全球化联系起来，体现
了国际劳工标准、国际劳工组织的近期发展和未来趋势，昭示了国际劳工标准和国际劳工组织对全球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与影响。
 本书的撰写思路和要求主要是由我和副主编宋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讲师）提出，并经
大家反复讨论后确定的。
我们两位老师都是本科《国际劳工标准》课程的主讲教师，因此，在考虑全面系统地介绍国际劳工标
准的同时，兼顾了教学的需要和读者的需求。
参加本书撰写的成员，除主编以外，都是年轻人。
他们不仅给本书的编写带来了活力，而且在编写过程中体现了读者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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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章的执笔人如下：林燕玲（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系教授）、余敏（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
系系讲师）、周旻（首都经贸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编写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林燕玲
、余敏编写第四章、第五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三章；林燕玲、罗斯琦（德国法兰克福
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编写第六章、第七章、第十一章；张晓（青岛远洋船员学院教授、船长）、林
燕玲编写第十二章；林燕玲、宋玥编写第十四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
全书由林燕玲和宋玥进行了通读、修改和定稿。
 本书适合普通高等院校相关专业选作专业教材，亦可作为相关人士的专业参考用书。
鉴于中国劳动保障法制建设正在步入快车道，中国在劳动保障立法过程中，需要更多地参照和借鉴国
际劳工标准。
因此，本书也可为立法机构和有关各方提供参照和借鉴国际劳工标准的基础资料以及比较框架。
 林燕玲 2007年5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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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四编十七章构成。
第一编国际劳工标准导论，对国际劳工标准及其由来和发展以及国际劳工组织做了概括的介绍，包括
第一章国际劳工标准概述、第二章国际劳工标准的历史和渊源、第三章国际劳工组织。
第二编国际劳工标准的基本内容，对国际劳工标准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全面的阐释，包括第四章核心
国际劳工标准，全面介绍和阐释了八个核心劳工公约以及这些公约的实施情况。
这些核心国际劳工标准涉及体面劳动中工人四个方面的基本权利；第五章至第七章（第五章促进就业
、第六章劳动行政管理与劳动监察、第七章产业关系和三方协商），对优先劳工标准进行了全面的介
绍和阐释。
这些标准更多地强调的是政府在劳资关系中的角色和作用，涉及体面劳动中就业和社会对话的内容；
第八章至第十三章（第八章工作条件、第九章职业安全和卫生、第十章社会保障、第十一章女工和童
工保护、第十二章海员保护以及第十三章移民工人保护）对一般劳工标准有重点地做了介绍和阐释。
这些劳工标准涉及体面劳动中社会保护的广泛内容。
第三编国际劳工标准的制定、实施和监督，是关于国际劳工标准程序方面的规定，主要包括第十四章
国际劳工标准的制定、第十五章国际劳工标准的实施以及第十六章国际劳工标准实施的监督机制。
第四编第十七章国际劳工标准的时代背景，根据近年来与国际劳工标准有关的重大问题，从国际贸易
与国际劳工标准、全球化与国际劳工标准、体面的劳动与国际劳工标准、劳动世界格局的改变与国际
劳工标准和新时代背景下国际劳工组织的作用五个方面进行阐述，使读者能够全面把握国际劳工标准
所处的时代背景，对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劳工标准的近期发展和未来趋势有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
全书每章都附有学习目标、本章小结、复习思考题，使学生更加明确、清晰和系统地进行学习；同时
，各章还精心地增加了“分析与讨论”和“阅读指南”，为愿意深入学习和研究的人士提供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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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青年人与老年人就业劳工标准概述国际劳工组织将青年定义为成年生涯开始之前的生命周
期阶段。
由于青年人本身存在教育和培训不足、缺乏工作经历等劣势，比成年人更多地在非自愿性的非全日制
中就业，从就业政策来看，各国往往遵循“最晚雇佣最先解雇”的做法，青年人与成年人相比更容易
失业。
因此，青年人的就业更容易受到冲击。
从全球数据来看，2004年获得工作的青年人数量不到能够工作青年人数量的一半，全世界的青年人失
业率持续走高。
有关青年人就业问题，在国际劳工标准中多有体现。
国际劳工组织虽然未制定专门的公约，但是却在多个相关公约中有所体现。
有的公约明确提到青年工人，如有关最低年龄、培训、工作条件、工作中的职业安全和卫生以及劳动
监察；有的公约属于一般性应用，其适用范围包括青年人。
此外，国际劳工组织还针对青年就业问题通过了专门的建议书和各项决议。
1935年，针对经济大萧条引起的失业，国际劳工组织通过了《（青年人）失业建议书》（第45号建议
书），1970年通过了《青年专门计划建议书》（第136号建议书）。
在近年来的有关青年就业问題上，国际劳工组织通过了五项决议，分别为1978年国际劳工大会第64届
会议《有关青年就业的决议》、1979年国际劳工大会第65届会议《有关世界就业会议后续活动的决议
》、1983年国际劳工大会第69届会议《有关青年人和国际劳工组织对国际青年贡献的决议》、1986年
国际劳工大会第73届会议《有关青年的并附有一套详细结论的决议》和1998年国际劳工大会第86届会
议《关于青年就业的决议》。
其中1998年的《关于青年就业的决议》呼吁将青年就业列为优先，直至列入国际劳工大会的一般性讨
论，以便拟订一项国际青年就业战略，为促进青年就业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除了青年就业外，老年工人作为特殊的人群也受到国际劳工组织的关注。
在国际劳工标准方面，1984年《就业政策（补充规定）建议书》（第169号建议书）提到了老年工人的
情况，1980年《老年工人建议书》（第162号建议书）特别针对老年工人提出了相关建议。
20世纪以来，人口状况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而很多国家社会保护不足，这迫使很多老年人进入非
正规就业，而老年人在就业的时候容易受到雇主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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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际劳工标准》由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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