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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基础与HR》

前言

　　在当今社会，谁都明白“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谁都了解人力资源是核心竞争力。可是有多少
人能真正知晓和领悟人力资源的丰富内涵？又有多少人能回答哪些人才是真正的人才？没有管理学、
经济学、心理学、法学的基础，很难真正学好、学透本教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力资源又应该是一
个多学科交叉的专业。　　人才是立国之本，社会发展需要大量人才，但人才不可能自然造就，需要
不断的培养。那种认为“人人都是人才”、“有用的就是人才”、“合适的就是人才”、“内有素质
、外有贡献的就是人才”等说法是不全面的，甚至是错误的，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和人才培养的缺失
。在各种有关“人力资源”的书籍中，对于“人力资源”的定义不下百种，而美国密歇根大学的人力
资源管理专家戴维·优立取（Davy Urich）只用了八个字就概括了人力资源的含义，即：HR=投入程
度×能力水平，具有画龙点睛和一锤定音之效。　　曾有一位中学校友与我谈起他的一段工作经历，
颇耐人寻味。他在大学时攻读的是化学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化工企业生产部门。后来由于生产
部门的年轻人多了，他被“挤出”了生产部门。于是他想调到销售部门工作，一方面销售部门绩效工
资比较高，另一方面他认为凭着他对专业的熟悉程度和外向型的性格完全能胜任此项工作。可是销售
部门嫌他年龄太大了，有人就建议他去厂办公室试试，说那里会比较适合他，但结果被告知办公室已
满员。他到处寻找着适合他的空缺，最后因与领导关系不错，他被关照到了“最不需要技术和专业知
识”的人力资源部门。　　听了他的这段经历，我们不禁要问：难道人力资源管理真的是什么人都可
以从事的职业吗？人力资源真的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可以不要”的吗？果真人人都
是人才，因此大可不必花力气去寻找人才，人力资源部门犹如“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就可以了
吗？企业对人才的招聘、甄选、培训、考核、薪酬设计等就是老板一句话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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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基础与HR》以企业组织为视角，围绕人力资源管理涉及的法律问题而设计，由基础篇、核心
篇、相关篇和争议处理篇四大板块组成。基础篇简要介绍法理学基础知识、民法基础知识和行政法基
础知识，为学习和把握人力资源管理相关法律制度奠定基础；核心篇详细阐述调整劳动关系、工会关
系等重要社会关系的实体法律制度，包括劳动法律制度、工会法律制度和职业资格法律制度；相关篇
全面叙述与人力资源管理活动相关的法律制度，包括企业法律制度和合同法律制度；争议处理篇系统
论述处理因人力资源管理而发生的各种纠纷的程序法律制度，包括劳动争议处理法律制度、民事争议
处理法律制度和行政争议处理法律制度。
全书力求科学性、实用性和通俗性相结合，注意法学理论阐释与法律制度介绍相统一，反映法学研究
的最新成果和法律制度的最新内容。《法律基础与HR》既适合于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大学生、研究生
使用，也适合于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专业人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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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教授，研究生导师。美国夏威夷大学管理学院院长，上海师范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所所长、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负责人，兼任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理事、中国人才学会人才学专业委员会常务
理事、中国非营利组织研究会会长、上海优立取HR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承接国家、省市
等研究课题三十多项。主要专著有：《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现代人力资源开发与E时代》、《现
代社区管理与HR》、《新经济下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就业与职业——把握通向社会的钥匙》
等十多部。主要论文有：《中国党政人才政绩评价研究》、《中国经理人的现状分析与发展趋势》、
《惠力资本与中高年金矿开发》等近百篇，受到各方关注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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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基础篇  第一章  法律基础知识    第一节  法理学基础知识    第二节  民法基础知识    第三节  行政法基础
知识核心篇  第二章  劳动法律制度    第一节  劳动法概述    第二节  劳动合同    第三节  劳动基准    第四节
 就业促进    第五节  社会保险  第三章  工会法律制度    第一节  工会法概述    第二节  工会组织    第三节  
工会的权利和义务    第四节  基层工会组织    第五节  工会的经费和财产    第六节  法律责任  第四章  职
业资格法律制度    第一节  职业资格法律制度概述    第二节  部分执业资格制度    第三节  部分从业资格
制度相关篇  第五章  企业法律制度    第一节  公司法    第二节  合伙企业法    第三节  个人独资企业法    第
四节  外商投资企业法  第六章  合同法律制度    第一节  合同法概述    第二节  合同的订立    第三节  合同
的效力    第四节  合同的履行    第五节  合同的变更和转让    第六节  合同的终止    第七节  违约责任    第
八节  合同争议的解决    第九节  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几种典型合同争议处理篇  第七章  劳动争议处理法
律制度    第一节  劳动争议处理法律制度概述    第二节  劳动争议调解    第三节  劳动争议仲裁    第四节  
劳动争议诉讼  第八章  民事争议处理法律制度    第一节  仲裁法    第二节  民事诉讼法  第九章  行政争议
处理法律制度    第一节  行政复议法    第二节  行政诉讼法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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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不为一定行为的法律规范；义务性规范是规定人们必须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法律规范；复合性规
范是兼具授予权利和设定义务双重属性的法律规范。　　第二，按法律规范内容的确定性程度，法律
规范分为确定性规范、委任性规范和准用性规范。确定性规范是明确规定行为规范内容而不必援用其
他规范的法律规范；委任性规范是规定将行为规范的具体内容委任其他机关加以规定的法律规范；准
用性规范是规定援引其他规范内容明确本规范内容的法律规范。　　第三，按照法律规范内容的刚性
程度，法律规范分为强行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强行性规范是不允许当事人单方面或通过协议予以变
更的法律规范；任意性规范是允许当事人单方面或通过协议予以变更的法律规范。　　2.法律原则　
　法律原则是指为制定、实施法律规范提供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指导性的价值准则。法律原则可以
作不同的分类，主要包括公理性原则和政策性原则、基本原则和具体原则以及实体性原则和程序性原
则。　　法律原则不同于法律规范，它不规定具体的权利义务和法律后果，但是它对法律规范的制定
和实施起着指导性和统领性作用，以促进一国法制的统一，同时它还能发挥填补立法漏洞的作用，以
弥补法律规范的不足。　　3.法律概念　　法律概念是指对有关法律的事实加以抽象、概括而形成的
术语。法律概念本身不是法律规范和法律原则，而是表述法律规范和法律原则的工具。因此，在法的
要素中，法律概念不是完全独立的部分，而是依附于法律规范和法律原则的。　　法律概念有多种分
类。按照所涉及的因素，法律概念可以分为主体概念、关系概念、客体概念、事实概念等；按照法律
部门，法律概念可以分为民法概念、刑法概念、行政法概念等。应当看到，法律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相应的变化。　　（三）法的作用　　法的作用是指法律对人的行为和
社会关系所产生的影响，主要包括法的规范作用和法的社会作用。　　法的规范作用分为指引、评价
、教育、预测和强制五种作用。指引作用就是法律对人的行为进行引导的作用，评价作用就是法律判
断、衡量人的行为是否合法有效的作用，教育作用就是通过法律的实施对人的行为产生的示警、示范
作用，预测作用就是人们依据法律规范可以预先估计行为的后果以及如何作出行为的作用，强制作用
就是法律通过制裁违法犯罪行为来强制人们守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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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十一五”上海重点图书。　　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是多方面的，既涉及人力资源规划、招聘与配
置、培训与开发。又涉及劳动关系管理、绩效管理、薪酬管理等。一个单位在开展这些工作时，必然
会同其他主体建立各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并受相关法律的规范和约束。　　对于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工
作的专业人员来说，学习和把握相关法律的内容，有助于规范自己的管理行为，维护相关主体的合法
权益。　　《法律基础与HR》以企业组织为视角，围绕人力资源管理涉及的法律问题而设汁，由基
础篇、核心篇、相关篇和争议处理篇四犬板块组成。在编写过程中，力求做到科学性、实用性和通俗
性桕结合，力求反映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法律制度的最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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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着重看了劳动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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