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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法律指导丛书”是我社在2006年初推出的一套服务“三农”的普法实务图书。
丛书自推出以来受到了广大农民读者朋友的欢迎，并被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总署和农业部联合
评定为“推荐‘三农’优秀图书”，其中多本图书在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新闻出版局组织的首届
“农民读书节”活动中被评为“四川农民最喜欢的100本优秀图书”。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农民朋友需求的变化，我们重新推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法律指导丛书”，不
仅对原有品种进行了修订改版，使其具有更强的实用性和可读性，而且新增图书品种20多个，力求更
多地关注农村民生问题，更好地用法律知识服务“三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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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法律疑问解答　一、外出打工　　1?问：外出打工的农民会丧失自己原有的土地承包经营
权吗？
　　2?问：农民工可以通过哪些方式确保自己承包的土地不荒废？
　　3?问：国家采取了哪些政策和措施来保障农民工顺利进城务工？
　　4?问：农民工可以从事的产业部门有哪些？
　　5?问：国家对农民工就业方面都有哪些特殊的优惠政策？
　　6?问：有哪些专门针对农民工的合法收费项目？
　二、劳动合同　　7?问：什么是劳动合同？
　　8?问：订立劳动合同有必要吗？
　　9?问：劳动合同都有哪些种类？
　　10?问：劳动合同要采用哪些形式？
　　11?问：没有采用规定的形式订立的劳动合同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12?问：事实劳动关系是否受到法律的保护？
　　13?问：订立劳动合同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14?问：劳动者可否与多个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15?问：劳动者在签订劳动合同后发现用人单位不具有合法的经营资格，该怎么办？
　　16?问：包工头可否代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
　　17?问：在订立劳动合同时，劳动者有权知道用人单位和工作岗位的哪些情况？
　　18?问：在订立劳动合同时，用人单位可以获知劳动者的哪些信息？
　　19?问：用人单位在订立劳动合同时，可否要求扣押劳动者的私人物品或收取费用？
　　20?问：劳动合同何时生效？
　　21?问：哪些劳动合同是没有效力的？
　　22?问：劳动合同应该包括哪些内容？
　　23?问：只有合同期限，而没有明确规定工作时间与休息、休假的合同有效吗？
　　24?问：劳动合同没有注明劳动者解除合同须提前30天以书面形式通知道对方，这合理吗？
是不是解除合同时就不需要提前通知了？
　　25?问：除了必备条款外，劳资双方在劳动合同中可以自由约定一些其他条款吗？
　　26?问：什么是劳动合同的试用期？
关于试用期有哪些法律规定？
　　27?问：用人单位在合同中约定劳动者在试用期解除合同需承担违约责任是否有效？
　　28?问：在试用期内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是否需赔偿用人单位的培训费用？
　　29?问：在试用期劳动者都享有哪些权益？
　　30?问：试用期内劳动者的报酬如何确定？
　　31?问：用人单位违反试用期规定的法律责任是什么？
　　32?问：在与用人单位协商劳动报酬时，劳动者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33?问：哪些情形下，劳动者可以要求与用人单位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34?问：什么是劳动合同中的保密条款和竞业禁止条款？
　　35?问：劳动合同订立后可以变更吗？
　　36?问：劳动者在哪些情况下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37?问：用人单位在哪些情况下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38?问：劳动者在用人单位拖欠、不按时或不足额发放工资时应该怎么办？
　　39?问：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投资人的变更对劳动合同有什么影响？
　⋯⋯　三、工资、工时、休息、休假  四、安全生产、劳动保护  五、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的特殊保护  
六、社会保险与保障  七、劳动争议的解决  八、农民工的城市生活第二部分  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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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工资、工时、休息、休假　　60.问：法律对劳动时间有何规定？
　　答：我国现行的工作时间是定时工作时间制度。
所谓定时工作时间制度，是法律规定的劳动者在一定时间内固定工作时间的制度。
定时工作时间制度又可分为标准工作时间、缩短工作时间、延长工作时间。
　　（1）标准工作时间。
即企业、事业、机关等单位，在正常情况下，普遍实行的法定工作日。
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的决定》（国务院第174号令），从1995
年5月1日起实行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即“二五”制的工作日制度。
实行有困难的，可以适当延长；但是，事业单位最迟应当自1996年1月1日起施行，企业最迟应当
自1997年5月1日起施行。
　　例如，林某为某宾馆服务员，该宾馆规定服务员每天工作5.5小时，没有休息日。
林某因丈夫长期卧病在床，要求每周安排一天休息，在家处理家务。
宾馆经研究后未予以批准，理由是林某每天工作仅5.5小时，即使不安排休息日，每周工作也不足40小
时，没有违反国家有关劳动法律法规，林某可利用每天下班后的时间来处理家务。
　　按照《劳动法》第38条的规定，不管用人单位每天工作几个小时，都必须保证劳动者在一周内至
少要有一个连续一天的休息时间，宾馆不安排每周一天的休息时间，属于违法行为。
　　（2）缩短工作时间。
缩短工作时间是特指对从事有害身体健康；劳动条件恶劣、特别繁重体力劳动的职工及女工和未成年
工等特定条件下的职工实行的：①从事矿山、井下、高山王种和从事有严重毒害、特别繁重或过度紧
张作业的职工，每个工作13要少于8小时；②夜班工作时间，实行三班制的职工夜班可减少1小时并发
给夜班津贴；③哺乳未满12个月婴儿的女职工，每日工作时间给予两次哺乳时间，每次30分钟；④对
未成年工实行缩短工作时间，每日工作时间一般不超过7小时。
　　（3）延长工作时间。
延长工作时间是指劳动者每个工作日的工作时间超过标准工作时间长度的工作13制度。
根据《劳动法》第41条规定，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
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
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每月累计不得超过36小时。
但有《劳动法》第42条情形之一的，延长工作时间不受本条限制。
延长工作时间，用人单位应按《劳动法》第44条规定支付劳动者工资报酬。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36-38条、第40条；《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
（1995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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