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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中央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
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地加以推进。
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千方百
计增加农民收入。
”    法律问题是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问题。
为了响应中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我们组织关注农业、农村和农民利益的学者和实务部门的
同志，选取农民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法律问题，编写了这套“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法律指导丛书”
。
本丛书策划的宗旨是贴近农民，贴近生活，解决问题，维护农民合法权益，提高农民法律意识，为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贡献我们的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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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法律知识问答　一、劳动合同的签订与解除　　1问：为什么要订立劳动合同？
 　　2问：哪些劳动合同是无效合同？
如何处理？
 　　3问：劳动合同的期限有哪几种？
 　　4问：签订劳动合同时可以约定试用期么？
最长能够约定多长时间的试用期？
　　5问：什么是劳动合同的变更？
 　　6问：什么是劳动合同的终止？
 　　7问：什么是劳动合同的解除？
如何解除劳动合同？
 　　8问：在什么情况下，劳动者可以随时解除与以用人单位的劳动合同？
　　9问：在哪些情况下，用人单位可以解除与劳动者的劳动合同关系？
　　10问：哪些情况下，用人单位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11问：解除劳动合同时，涉及的培训费用如何处理？
　　12问：劳动者在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后，所获得的经济补偿是否应当交纳个人所得税？
　　13问：什么是集体合同？
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二、工时工资的相关规定14问：法律对劳动时间有何规定？
　　15问：什么是劳动法中的“工资”？
用人单位可否以实物作为工资发放？
　　16问：用人单位是否可以将劳动者的工资支付给他人？
　　17问：劳动者加班加点工资以什么为计算基数？
如何计算？
　　18问：什么是最低工资标准？
 　　19问：如何理解工资应按月支付的规定？
 　　20问：农民轮换工的劳动合同期限有什么特殊固定？
　　21问：农民轮换工合同期满终止劳动合同时，用人单位应发给“生活补助费”还是“经济补偿金
”？
　　22问：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应当如何支付？
　　23问：农民工是否可以直接向业主或工程总承包企业索取工资？
　　24问：对于单位拖欠工资的哪些情况，农民工可以进行举报？
　三、未成年工与女职工的劳动保护　　25问：多大年龄可以参加工作？
 　　26问：法律对未成年劳动者规定了哪些特殊的保护措施？
　　27问：法律对女性劳动者规定了哪些特殊的保护措施？
　　28问：什么是国家规定的第三级、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
　　29问：什么是夜班劳动？
　　30问：童工如果在工作中受伤或者患病，应当由谁承担医疗和其他相关费用？
　四、工伤与职业病的处理　⋯⋯第二部分　政策、常识问答第三部分　法律法规最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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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法律知识问答　　一、劳动合同的签订与解除　　1.为什么要订立劳动合同？
　　答：在实际生活中，很多用人单位不愿意或者不及时与劳动者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
而在发生纠纷时，则否认与劳动者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
使得劳动者在维护自身权益方面处于极为不利的后果。
　　俗语道“口说无凭”。
因此，劳动者有必要通过与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中明确工资、岗位、期限等各项内容。
我国法律要求，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这是因为，在书面形式的合同下，当出现劳动纠纷时，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能够相对容易地确认用人单
位和劳动者之间的权利义务。
这样对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也能够做到比较客观和公正。
　　因此，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农民工在进入用人单位开始工作之前，应当与用人单位在平等自愿、
协商一致上及时地签订劳动合同。
　　【依据】《劳动法》第16条、第17条、第19条。
　　2.哪些劳动合同是无效合同？
如何处理？
　　答：首先，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以及采取欺诈手段订立的劳动合同属于无效劳动合同。
　　其次，被强迫、胁迫所签订的劳动合同也属无效。
　　法律之所以规定此类劳动合同无效，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合同没有反映劳动者的真实想法；另一方
面是因为这些合同在签订时，双方并没有真正的协商一致。
违背了“订立和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本原则，以及“劳动合同不得违
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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