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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劳动关系的发展变化，劳动法制也在不断加强，有关劳动法制的研究成果也大量涌现，在此背景
下，我们编写了这本书。
张华贵主编的《劳动合同法——理论与案例》以基本理论为线索，从实际案例到法律依据，再从法律
依据到理论分析，为读者学习思考劳动合同法问题提供指引。
全书共分为10章，在每个章节中，我们以劳动合同法的基本内容为线索，对劳动合同法的内容从理论
与实际两个层面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研究。
根据理论问题在每章后面分别设计了“本章学习资料”、“本章小结”、“本章复习思考题”
等几个方面的内容，充分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对劳动合同法中的相关问题分析完整，力争用简洁的语言剖析案例，说明法理，使读者能够一目了然
。
我们在书中设有复习思考题，给读者留下了学习思考的空间，启发其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现实问
题。

《劳动合同法——理论与案例》适合法学专业的本专科学生、从事劳动合同法教学的老师及关注劳动
合同法的企业相关人员和普通劳动者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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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言，非全日制用工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1）有利于保护劳动者。
在《劳动合同法》出台之前，《劳动法》主要是以全日制用工作为标准来设计的，由于非全日制用工
比较特殊，并没有相关法律法规对其进行规制。
但现实中非全日制用工普遍存在，这些劳动者也要签订劳动合同，同用人单位发生各种联系，长期的
法律空白使得这些劳动者的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劳动行政部门在处理非全日制用工方面也无法可
依。
《劳动合同法》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对非全日制用工作出了规定，这使得我国的劳动合同制度更加完
善，也能够更好地保护这部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每天的工作时间不超过4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24
小时。
这是法律规定的强制性的时间标准。
可以避免用人单位恶意利用这一优惠条件，如果超过了这个标准，那就要按照全日制用工的劳动标准
来执行，这样更有利于保护非全日制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在《劳动合同法》出台之前，《非全日制用工意见》，也对非全日制用工作出过规范。
明确规定，“非全日制用工是指以小时计酬、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5小时
，累计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30小时的用工形式。
”而《劳动合同法》缩短了非全日制用工的时间标准。
《劳动合同法》作为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其效力高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非全日制用工
意见》，因此应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来确定非全日制用工的时间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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