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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实务》编著者剧宇宏。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是我国法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发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本教材根据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的逻辑关系编排，对劳动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一一劳动法律关系重点
予以介绍。
本教材在概括介绍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理论知识的基础上，采用大量生动案例引导学生学习，以期达到
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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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发挥作用，除了必须具备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或文化科学知识外，还必须具备一定量的生
产资料，否则，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也是不能进行的。
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运用自己的劳动力和生产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既可以创造出物质财富，也可
以不断提高自己的劳动技能。
在不同的社会中，由于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结合的方式不同，劳动力的使用状况也不同，可以分为自我
使用劳动力的劳动和供他人使用劳动力的劳动。
　　自从有人类以来，人为了生存，劳动力首先是为自己使用。
在原始社会公有制下，人们是简单协作下的共同劳动，剩余产品也完全平均分配。
但随着社会分工不断发展，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导致在原始社会后期有了剩余产品，在私有观念产
生后，剩余产品被私人占有。
这样一部分人占有了生产资料，而一部分人逐渐在竞争中失去竞争能力，而成为出让劳动力谋生的群
体。
在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的时候，劳动力的雇佣关系不具有普遍性，劳动力雇佣关系由民事法律规范进
行调整。
但当雇佣劳动力成为社会普遍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时候，劳动力的拥有者和劳动力的使用者之间
的关系出现了不平等，再以民事法律规范调整就产生了不公正，因此，设计保护劳动者利益、向劳动
者倾斜的法律制度规范成为必然。
因此，劳动力成为商品是私有制发展的结果，劳动法律规范的出现是以劳动力成为商品为前提。
劳动法中的劳动，是指劳动力的所有者将其劳动力有偿提供给他人使用，区别于自我使用劳动力的劳
动。
　　（二）劳动法　　1.劳动法的概念　　20世纪30年代我国法学界代表性观点：劳动法为关系劳动
之法，详言之，劳动法为规范劳动关系及其附属一切关系之法律制度之全体。
成文法代表之一的德国法对劳动法的界定：劳动法是关于劳动生活中处于从属地位者（雇员）的雇佣
关系的法律规则的总和。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解释为：适用于雇佣、报酬、工作条件、工会及劳资关系的法律总称。
我国劳动法是指调整劳动关系以及与劳动关系密切联系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总称。
劳动法具有以下特征：　　1）反映了劳动法的本质属性。
“以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既包括生存利益，也包括人格利益）为目的”，它同时也是劳动立法的
基本出发点。
从历史来看，现代劳动立法是从前资本主义的“职工立法”以及资本主义早期民事法规范的“雇佣契
约”演变而来。
它对事实上不平等的劳资关系设立基准法，明确用人单位的义务和政府在其中的责任，将劳动者的利
益视为一种社会利益，来达到保护劳动者的目的。
　　（2）明确了劳动法调整的对象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政府与用人单位之间、政府和劳动
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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