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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法学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并居于先导性的战略地位。
在我国社会转型的新世纪、新阶段，法学教育不仅要为建设高素质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服务，而且要面
向全社会培养大批治理国家、管理社会、发展经济的高层次法律人才。
近年来，法学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法科数量增长很快，教育质量稳步提高，培养层次日渐完善，
目前已经形成了涵盖本科生、第二学士学位生、法学硕士研究生、法律硕士研究生、法学博士研究生
的完整的法学人才培养体系，接受法科教育已经成为莘莘学子的优先选择之一。
随着中国法治事业的迅速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法学教育的事业大有可为，中国法学教育的前
途充满光明。
教育的基本功能在于育人，在于塑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
法学教育的宗旨并非培养只会机械适用法律的“工匠”，而承载着培养追求正义、知法懂法、忠于法
律、廉洁自律的法律人的任务。
要完成法学教育的使命，首先必须认真抓好教材建设。
我始终认为，教材是实现教育功能的重要工具和媒介，法学教材不仅仅是法学知识传承的载体，而且
是规范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对法学教育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一，法学教材是传授法学基本知识的工具。
初学法律，既要有好的老师，又要有好的教材。
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言：“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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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属于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中的法学本科专业核心课教材，也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
划教材。
本书在内容上坚持理论与实践并重，尝试对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的基础理论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同
时结合司法实践，全面系统阐释我国目前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的各项具体制度。
本书关注我国及域外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的最新发展，所述案例包括2008年适用《劳动合同法》裁判
的最新典型案例，同时力求严谨，强调资料的准确性。
本书在形式上有所创新，在正文之外设置了“理论探讨”、“案例分析”、“资料链接”等栏目，分
别进行重要理论的深入研究、典型案例的阐述和分析、相关资料的介绍，同时适当使用图表，以使本
书在形式上生动而不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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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身份解放：实质平等的需求圈地运动、启蒙运动以及革命运动等使人们逐渐脱离了“政治身份
”（隶属于统治者）、“血缘身份”（隶属于家庭）的束缚，迎来了身份解放，获得了独立的主体地
位，能够基于自主意志订立契约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因此，英国法学家梅因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
”①然而，基于自由主义的契约制度忽视了个体的差异性，将人从社会现实中抽离，“不参与交易的
自由”和“信息对等”的缺失以及“资源的有限性”使得市场失灵，助长了“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的马太效应。
因而，在个体问形成了一种新的“身份”——强势主体与弱势主体。
有学者感叹“契约的死亡”，因为现代契约法中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即近代社会“从身份到契约”
的运动在现代社会中正转变为“从契约到身份”的运动。
②而基于经济实力的差距形成的强弱“新身份”需要相应地采取“不等者不等之”，即以实质平等的
价值为引导的法律调整。
（三）工业革命：社会关系的转变生产工具的创新往往会引发生产力的大发展，蒸汽机的发明使机器
生产替代了手工劳动。
18世纪60年代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不仅仅是技术革命，更是一场社会关系的革命。
由于机器工业的蓬勃发展，整个欧洲逐步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
社会的基本生产组织由农业社会时代的家庭变为工业社会时代的工厂。
“前资本主义发展仍然将房屋和院落看作是经济单元，这是手工劳动和农业劳动中经济团体的最小细
胞。
在共同的经济活动中，男人和女人，父母和孩子分工并结合。
资本主义将房子、院落和家庭这些生产共同体爆破了。
更强一些的社会学构造，即新的经济共同体企业，将原本是家庭成员的个别肢体从家庭中拽出来，使
他们当中的每一个都成为另外一些经济单元的成员：男人去到工厂⋯⋯家庭从此不再是一个具有自己
生产任务的社会学构成。
”如果说资本原始积累仅仅为劳动法的产生提供了前提和可能，工业革命则使得这种可能变成现实。
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资本家为了实现机器化大生产，需要大量的雇佣劳动者；而被迫离开土地的农
民和小手工业者为了实现生存需求，只有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因此，劳动力所有人与生产资料所有人
之间形成了劳动力的买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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