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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

内容概要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分上、下两篇。上篇为劳动法，主要对我国劳动法律制度作全面的介绍和阐
述，其内容包括劳动法概述、就业促进法律制度、劳动合同法律制度、集体合同法律制度、工会与职
工参与制度、工资法律制度、工作时间与休息休假制度、劳动保护制度、劳动监督与监察制度、劳动
争议处理等10章。下篇为社会保障法，主要对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作全面的介绍和阐述，其内容包
括社会保障法概述、社会救助法律制度、养老保险法律制度、医疗保险法律制度、失业保险法律制度
、工伤保险法律制度、生育保险法律制度、社会福利法律制度等8章。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劳
动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与完善也愈显重要，直接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与此相对应，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在整个法学体系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并被列为法学专业十六门核心课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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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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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第十五章　失业保险法律制度　　第一节　失业保险概述　　第二节　失业保险的对象　　第
三节　失业保险基金　　第四节　失业保险待遇　第十六章　工伤保险法律制度　　第一节　工伤保
险概述　　第二节　工伤的范围与认定　　第三节　工伤保险基金　　第四节　工伤保险待遇　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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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

章节摘录

　　一、劳动法的概念什么是劳动法，不同国家的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理解。韩国有的学者认为，劳动
法以确保劳动者的生存为目的，其调整对象是劳动者与使用者之间的劳动契约关系；美国有的学者认
为，劳动法是调整劳资关系的法律规范；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先生认为，劳动法为劳动关系之法。　
　我国传统的劳动法秉承前苏联的劳动法学观点，具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
制的建立和发展，劳动法的计划经济色彩日_渐减少，其在市场经济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也日益重要
。　　在理论上，对劳动法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狭义上的劳动法是指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制
定颁布的全国性、综合性的劳动法，如1995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广义上的劳动法是
指作为一国法律体系中的一个法律部门的劳动法，是调整劳动关系以及与劳动关系有密切联系的其他
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广义上的劳动法不仅包括狭义上的劳动法，还包括宪法、其他法律法规
中涉及劳动关系的法律规范。　　二、劳动法的调整对象　　劳动法的调整对象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劳动关系，这也是劳动法调整的最基本的关系；二是与劳动关系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社会关系。
　　（一）劳动关系　　1．劳动关系的概念　　劳动关系是劳动法的主要调整对象，指人们在劳动
过程中所形成的关系。劳动法通过对劳动权利义务的干预实现劳动关系双方利益的平衡。人们在集体
劳动的过程中，不仅与其他劳动者产生关系，而且与用人单位也产生关系，但并不是所有与劳动有关
的社会关系都由劳动法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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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

精彩短评

1、选修课课本 内容安排比较好 与老师上课内容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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