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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
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推进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
”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必备的法律知识应当成为人们，尤其是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知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熟悉和掌握
法律法规，对于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具有重大意义。
当前，党和国家致力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培养高级法律专门人才的高等学校的法学教育提出了更新、更高的期望和要求。
我国法学专业的教材建设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过程中，这为普通高等学校法学教育的具体实施提供了
一定程度的保障。
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制约普通高等学校法学教育发展的教材问题依然存在，主要表现为法学教材理
论与实际结合的程度不够，尤其表现在高职高专的法学教材中。
为适应法学教育发展的新形势，积极探索和总结高等法学教育教学改革的方法和经验，针对当前绝大
多数法学教材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暨南大学出版社组织了全国数十所大学共同编写了“21世纪普通
高等学校法学精品教材”。
这套教材分为本科和高职高专两个系列，内容涵盖了法学的全部学科，系统性强；囊括了最新立法成
果、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前沿热点问题，贴近时代发展的脉搏，做到了理论性与实用性的较好
结合。
这两套系列教材堪称系统工程，其规模之大、覆盖面之广，在法学教材建设中首屈一指；在知识系统
的完整性、理论观点的稳妥性、引用资料和法规的准确性及文字表达的规范性和可读性等方面都达到
了较高的水平。
教材是教学之本，好的教材对提高教学质量、提升科研水平有着重要的作用。
组织编写和出版一套高质量的教材，殊非易事，由全国相关院校的专家学者认真编写的这套系列教材
必将对全国法学高等教育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衷心希望更多的高校学者和教师为建设适应新世纪法学教学和实践需要的教材继续贡献力量。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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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法学精品教材·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学》是21世纪普通高等学校法
学精品教材，也是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本科的核心课程教材。
《21世纪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法学精品教材·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学》分为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两编
，共二十三章。
《21世纪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法学精品教材·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学》编写力求适用于教学需要，语
言简明、体例清晰，系统地介绍了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的基本理论，全面阐述了劳动与社会保障实体
和程序法律制度，反映了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劳动与社会保障制度的最新进展。
 　　《21世纪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法学精品教材·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学》既可以作为高等学校法学
、经济学、管理学等专业的学生学习的教材，也可以作为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员从事法律、经济
和社会工作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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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根成，法学教授，经济学博士。
现任广东商学院法学教授、民商法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法学院经济法系主任。
主要从事经济法、民商法和社会保障法的教学和研究。
兼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通讯评委、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评委、中国农业经济法研究会理事、中国
法学会农业与农村法制研究会理事、广东省经济法研究会常务理事。
曾任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副院长、法学教授、经济法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河南省社会
科学基金项目评委、河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鉴定专家、河南省软科学计划研究项目鉴定专家。
出版专著《市场经济法学》、《新经济法学》等16部；发表论文《农村老年社会保障立法与农村老年
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等70余篇，其中CSSCI源期刊
、全国中文核心(权威)期刊30余篇，被引用200余次；主持“农村法治问题研究”、“加入WTO与中国
竞争法律制度建设问题研究”等省部级科研课题9项；主持完成的“河南省农民增收的途径及法律保
障研究”、“农业创新体系及其法律保障研究”分别获河南省人民政府实用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
奖和河南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入选《中国专家大辞典》等8部辞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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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培养少数民族人才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要采取各种措施从当地民族中大量培养各级干部和
各种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等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并且注意在少数民族中培养各级干部和各种专业技
术人才；上级国家机关对此负有帮助职责。
国家开办民族学院，在高等学校开办民族班、民族预科，专门招收少数民族学生，并且可以采取定向
招生、定向分配的办法。
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在招收新生时，对少数民族考生适当放宽录取标准和条件。
五、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保障（一）下岗的概念与程序下岗是指劳动力与劳动岗位相分离的状态。
通常称处于下岗状态的人员为下岗人员。
根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于1998年颁布的《关于加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管理和再就业服务中心建设
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下岗人员的法律范围为：劳动合同期未满，因企业生产经营原因而下岗，
但尚未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没有在社会上找到其他工作的人员。
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及企业用人自主权的落实，企业中隐性失业的现象逐渐地显性化。
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下，企业必须裁减冗员，轻装上阵，否则就无法走出困境。
但我国的社会保险机制比较脆弱，无法承受企业富余职工一起进入社会再就业市场所带来的冲击力，
国家必须找到既能减人增效又能保障富余职工基本生活的办法，于是下岗制度便应运而生，即职工“
离岗不离厂”。
企业安排职工下岗，应坚持公开、公正的原则，同时必须是确因生产经营的需要。
有生产任务的企业，一般不安排下列人员下岗：①配偶一方已经下岗的；②离异或丧偶抚养未成年子
女者；③省（部）级以上劳动模范；④烈士遗属；⑤现役军人的配偶；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确定的其他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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