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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监察》

内容概要

《劳动监察》是国际劳工组织于2002年推出的权威性综合指南，它填补了近30年来劳动监察领域缺乏
符合时代特点的指导工具书的空白，受到国际劳动监察协会和各国劳动部门的欢迎。
　　本书以国际背景为基础阐述了政策问题，分析了经济领域、劳动力市场、科学技术以及国家的、
部门的和企业的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是如何影响劳动监察工作的，并对21世纪之初的政策和实践问题
进行了展望。书中探讨了各国新制定的制度和战略，如“内部监控”(在北欧国家)和社会保险的某些
部分(工人赔偿)与监察工作的合并等，并分析了这些做法如何被情况相类似的其他国家所利用。
　　此外，书中还重点讨论了对劳动监察具有深刻影响的主要趋势，即如何迫使劳动监察人员逐步放
弃已往以单一专业化为基础的传统做法，而转向一种真正“一体化”的观念。书中强调指出开发和认
识一切影响和改善劳动保护的因素的极端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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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监察》

作者简介

沃尔夫根·冯·李希霍芬曾在柏林大学、波恩大学和海德堡大学学习法律、经济、政治和印度尼西亚
人类学，1973年成为柏林高等法院律师。
    在过去20年的职业生涯中，他曾任柏林德国国际开发基金会的社会经济开发中心副主任，国际劳工
局前工行政处资深劳工行政专家和国际

Page 3



《劳动监察》

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劳动监察：背景、演变和环境  1　基础    1.1 历史渊源    1.2 基本原则    1.3 权威来源    1.4 三
方体制  2　框架    2.1 社会经济背景    2.2 政治框架    2.3 法律基础    2.4 行政环境  3　劳动监察的使命   
3.1 使命表述的变化趋势    3.2 劳动监察的作用和范围    3.3 促进社会进步，充当社会警察    3.4 预防  4　
制度概论    4.1 总体评述    4.2 常规模式    4.3 按职能分类方法    4.4 职能一体化趋势  5　客户系统    5.1 谁
是客户    5.2 工人    5.3 雇主    5.4 其他政府部门    5.5 大客户系统  6　劳动监察面临的挑战    6.1 引言    6.2 
新技术    6.3 劳工世界中的新风险    6.4 法规日益庞大和复杂    6.5 劳动力市场的分隔化    6.6 传统伙伴的
弱点    6.7 全球化  7　应对挑战    7.1 问题    7.2 国家作用的变化    7.3 应对新科技    7.4 新的立法方式    7.5 
管理方式的变化    7.6 新的战略伙伴关系 第二部分　监察制度：政策  8　政策参照渊源    8.1 引言    8.2 
国际劳工公约    8.3 国际劳工建议书    8.4 其他超国家标准    8.5 其他渊源  9　制定政策的考虑因素    9.1 
一些基本考虑    9.2 设计过程    9.3 政策内容    9.4 劳动监察政策  10　新的政策方向    10.1 社会关系监控   
10.2 行业部门政策    10.3 就业监察    10.4 中小企业  11　强制政策    11.1 合理性和需要    11.2 基本原则   
11.3 制裁    11.4 保持建议和强制两种做法之间的平衡    11.5 程序问题  12　监察系统内部政策问题    12.1 
制度管理政策    12.2 组织发展政策    12.3 招聘    12.4 培训政策    12.5 入门培训    12.6 见习期后的在职培训
   12.7 信息管理政策  13　政策实施问题    13.1 制定劳动监察的规划和计划    13.2 监察的方式    13.3 临机
处置权    13.4 适用于制造商、供货商和进口商的程序    13.5 确保处理的公正性和一致性    13.6 与其他当
局和机构合作的责任    13.7 怎样与媒体打交道    13.8 质量监控  14　劳动监察政策和预防经济学    14.1  
问题    14.2 在预防经济学中劳动监察的作用    14.3 精选案例分析 第三部分　监察制度:组织与管理  15　
劳动监察和三方体制    15.1 概述    15.2 企业内部的合作    15.3 行业、地区和国家层面的合作    15.4 咨询
和决策机构的成员资格  16　组织结构    16.1 劳动监察作为一个政府部门    16.2 三方管理体制    16.3 关于
一体化制度的需要    16.4 联邦制国家的情况  17　组织框架    17.1 分支机构内部的合作    17.2 同其他机构
的合作    17.3 监察员的专业化    17.4 在履行监察职能中工人方面的合作  18　报告政策和程序    18.1 标准
化    18.2 个案监察报告    18.3 年度报告    18.4 向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  19　影响和绩效评估    19.1 引言   
19.2 外部绩效评估    19.3 内部绩效评估    19.4 评估:如何、由谁和何时进行  20　信息、出版和文献服务   
20.1 总的评述    20.2 不同类型的组织方式    20.3 IPDS（信息、出版和文献服务）处于劳动监察之外   
20.4 多方参与、总体协调    20.5 与其他职能的竞争    20.6 赋予IPDS工作重大责任  21　劳动监察和职业
安全卫生管理制度的标准    21.1 引言    21.2 与质量管理及环境管理的类似之处    21.3 最新发展    21.4 工
作中的职业卫生和安全管理制度标准的实例    21.5 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制度对监察的影响    21.6 职业安全
卫生管理制度与小企业的相关性    21.7 对监察机构管理工作的影响 第四部分　劳动监察:行业部门方面 
22　劳动监察和童工劳动    22.1 问题的范围和性质    22.2 对童工劳动进行有效劳动监察的阻碍    22.3 劳
动监察员的权限    22.4 对童工劳动监察的管理    22.5 特殊监察问题的处理    22.6 强制遵守和实施制裁  23
　劳动监察和中小型企业    23.1 采用特殊方法的根据    23.2 未来的优先目标    23.3 六项可能的主动措施  
 23.4 应吸取的经验  24　农业部门的劳动监察    24.1 对监察机构的特殊挑战    24.2 农业部门的风险    24.3 
劳动监察人员在农业部门面临的问题    24.4 应改进的战略    24.5 明确的强制措施与促进性政策    24.6 对
监察员的培训和支持  25　非商业服务部门的劳动监察    25.1 引言    25.2 风险和特别考虑    25.3 谁监察劳
动监察机构    25.4 非商业服务部门监察的程序    25.5 非商业服务部门的雇主和工会    25.6 采取行动的必
要性  26　建筑行业的劳动监察    26.1 建筑行业提出的问题    26.2 专门的国际劳工标准    26.3 劳动监察制
度    26.4 新的立法战略    26.5 监察、强制和说服  27　劳动监察和重大危险预防    27.1 特殊的考虑    27.2 
重大风险监控的主要环节    27.3 监察机构对安全报告的反应    27.4 监察机构的其他责任  28　劳动监察
和“新风险”    28.1 问题的范围    28.2 紧张压力    28.3 侵害与暴力    28.4 性骚扰    28.5 结论

Page 4



《劳动监察》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