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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设置了经济管理类学科专业，这是一个包括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
管理、公共管理、农业经济管理、图书档案学6个二级学科门类和22个专业的庞大学科体系。
2006年教育部的数据表明在全国普通高校中经济类专业布点1518个，管理类专业布点4328个。
其中除少量院校设置的经济管理专业偏重理论教学外，绝大部分属于应用型专业。
经济管理类应用型专业主要着眼于培养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专门
人才，要求既具有比较扎实的理论功底和良好的发展后劲，又具有较强的职业技能，并且又要求具有
较好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在当前开拓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新时期，进一步加强经济管理人才的培养，注
重经济理论的系统化学习，特别是现代财经管理理论的学习，提高学生的专业理论素质和应用实践能
力，培养出一大批高水平、高素质的经济管理人才，越来越成为提升我国经济竞争力、保证国民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
这就要求高等财经教育要更加注重依据国内外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适时变革和调整教育目标和教学内
容；要求经济管理学科专业更加注重应用、注重实践、注重规范、注重国际交流；要求经济管理学科
专业与其他学科专业相互交融与协调发展；要求高等财经教育培养的人才具有更加丰富的社会知识和
较强的人文素质及创新精神。
要完成上述任务，各所高等院校需要进行深入的教学改革和创新。
特别是要搞好有较高质量的教材的编写和创新。
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通过对国内大学经济管理学科教材实际情况的调研，在与众多专家学者讨论的基
础上，决定编写和出版一套面向经济管理学科专业的应用型系列教材，这是一项有利于促进高校教学
改革发展的重要措施。
本系列教材是按照高等学校经济类和管理类学科本科专业规范、培养方案，以及课程教学大纲的要求
，合理定位，由长期在教学第一线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立足于21世纪经济管理类学科发展的需要，深
入分析经济管理类专业本科学生现状及存在问题，探索经济管理类专业本科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途径
，以科学性、先进性、系统性和实用性为目标，其编写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关注
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的大背景，拓宽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着眼于增强教学内容的联系实际和应用性，
突出创造能力和创新意识。
（2）体系完整、严密。
系列涵盖经济类、管理类相关专业以及与经管相关的部分法律类课程，并把握相关课程之间的关系，
整个系列丛书形成一套完整、严密的知识结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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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全面地介绍了劳动法的基础知识，论述了劳动法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则和主要法律制度。
全书分章阐述了劳动法基本理论、劳动法的历史沿革、促进就业法律制度、劳动合同法、工会法律制
度、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制度、工资与职工福利法律制度、劳动安全卫生法律制度、劳动争议处理法
律制度、劳动监督检查法律制度以及违反劳动法的法律责任。
本书既注重劳动法基本理论的解析，反映劳动法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又十分注重理论在实践运用中
的解说，体现了本书追求劳动法知识的科学性、前沿性、体系性和实践性的特色。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法学专业、财经专业教材，也可供其他专业学生选用，还可作为普通读者了解
、学习和运用劳动法知识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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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3章 促进就业法律制度3.4　就业服务与管理3.4.1　就业服务的内涵就业服务，是指就业服务主体为
劳动者实现就业和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提供的社会服务。
在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机制和国家劳动政策的实施体系中，它都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公共就业服务，就是指由各级劳动保障部门提供的公益性就业服务，包括就业登记、职业指导、职业
介绍、就业援助以及其他公共就业服务。
劳动就业服务的对象是劳动力供求双方。
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凡是有劳动力供给愿望的各种劳动者和有劳动力需求欲望的各种用人单位都在
服务对象的范围之内。
就劳动力供给主体来说，既包括城镇劳动者，又包括农村剩余劳动力；既包括失业人员，又包括要求
流动的在业人员；既包括在劳动年龄内的劳动者，又包括超过劳动年龄后仍有求职愿望的劳动者；既
包括本地区、本部门的劳动者，又包括要求在本地区、本部门就业的外地区、外部门的劳动者；既包
括境内劳动者，又包括允许在境内就业的境外劳动者。
就劳动力需求方来说，应不受用人单位的所有制形式和所属地区或部门的限制，并且应当既包括境内
用人单位还包括对境内劳动力有需求的境外雇主。
总的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人力资源市场调节社会劳动力供求关系，客观上必然要求建立健
全就业服务体系。
3.4.2　就业服务体系我国的劳动就业服务管理，实行一整套对就业服务统一领导和分级分部门以及专
门机构管理的体制。
总体上由政府对公共就业服务和职业中介服务进行指导和监督，建立并完善覆盖城乡的就业服务体系
。
同时，政府要加强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网络及相关设施建设，建立健全人力资源市场信息服务体系，完
善市场信息发布制度。
具体而言，我国就业服务机构包括以下几个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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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科学实用：面向应用型人才就业，具备大量当前实用案例，注重培养学生实践能力　　2．内
容新颖：借鉴国内外最新教材，融会当前最新理论，遵循最新发布的各项准则、规范　　3．系列完
整：把握财经管理专业相关学科、课程之间的关系，整个系列体系严密完整　　4．方便教学：提供
完备的电子教案、习题参考答案等教学资源，适合教学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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