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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自2009年5月出版以来，已经印刷多
次，获得了教师和学生的好评，有多所大学的法律院系将其列为法学本科的指定教材。
随着《社会保险法》等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的出台，本教材需要及时进行修订。
本次修订仍保持第一版教材内容丰富、资料新颖、形式生动三大特点，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全面进行完
善。
本次修订主要包括以下工作：
第一，更新内容。
本次修订将新的或重要的基础理论、立法、案例、资料吸收到教材中，删掉过时的立法和资料，酌情
替换一些案例和资料。
新的立法主要包括《社会保险法》、《工伤保险条例》(修订)、《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和《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等。

第二，精简篇幅。
基于减轻学生负担的考虑，兼顾教学的实际需要，本次修订删掉3章，即删掉第一版的第十章“职业
培训法”、第十三章“劳动法律责任”、第二十三章“社会保障基金法”，相关内容分别纳入第Z-版
的第、四章“劳动就业法”、第五章“劳动合同法”、第十三章“社会保险法概论”中，其余章节也
根据实际适当精简。

 第三，修改错误，精练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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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上编　劳动法
　第一章　劳动法的基础理论
　　第一节　劳动法概述
　　第二节　劳动权
　　第三节　劳动法的体系与地位
　　第四节　劳动法律渊源
　第二章　劳动法的历史
　　第一节　外国劳动法的历史
　　第二节　中国劳动法的历史
　　第三节　国际劳动法的历史
　第三章　劳动法律关系
　　第一节　劳动法律关系总论
　　第二节　劳动法律关系主体
　　第三节　劳动法律关系内容
　⋯⋯
下编　社会保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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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是典型的社会法，其原因在于：其一，从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产
生的历史背景来看，二者都是工业革命之后工业劳动社会化的产物，工业革命不仅促进了生产技术的
革新，而且改变了社会关系。
劳动法主要是因应工业劳动社会化而产生的，其主要目的是协调劳动者与雇主之间的关系，保障劳动
者劳动权的实现；而社会保障法则是为了应对工业劳动所引发的社会风险，建立社会安全网络，预防
劳动者因年老、疾病、工伤以及失业等原因暂时或者长期地丧失工作岗位或者劳动能力而陷人生存困
境，为其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
因此，社会法的形成与工业革命息息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法”的“社会”就是指工业社会，
社会法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目标在于预防和解决工业时代的社会问题，实现社会的实质公正和社
会安全。
其二，从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律关系的调整模式来看，二者都呈现出公私兼容的属性。
劳动关系最初是由私法调整的，然而私法的形式平等和意思自治并不能消弭劳动者与雇主之间的悬殊
地位。
劳资之间经济上的不平等，加之资本对利润的追逐，必然导致劳动者生存条件的恶化：低工资，长工
时，在男人持续失业的同时使用女工和童工，缺乏劳动安全保护，缺乏社会保障。
为此，一方面，劳动者通过组织工会，以集体力量来维护自身权利；另一方面，国家通过立法加大了
对劳动关系的干预，比如禁止使用童工、限制工时、规定劳动安生卫生保护、制定最低工资标准等。
现代劳动法对劳动关系的调整，既尊重当事人自由协商的权利，也通过劳动基准法以及其他强制性规
定对劳动关系进行干预。
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经历了家庭保障到行会保障，再到社会保障的发展历程。
以社会保险为例，基于国家对于公民的保护、照顾义务，国家必须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险法律制度，并
且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而基于雇主对于劳动者的保护、照顾义务，雇主应该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
登记，并缴纳相应的费用，当雇主违反相关义务时，其不仅违反了对国家的公法义务，而且违反了对
劳动者的劳动合同上的义务。
其三，从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的利益架构来看，二者都以社会利益为本位。
劳动法的产生就是为了解决工业劳动社会化导致资本家过度压榨劳动者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其根本目
的是通过法律的强制来平衡劳动者与雇用者之间的地位，实现劳动关系的和谐，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
和谐。
社会保障法则是基于“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连带理念，通过社会保障基金的建立，形成社会
安全网络，分散社会风险。
因此，无论是劳动法还是社会保障法，都以社会利益为本位。
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同属于社会法的范畴，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也有明显的区别，是两个独立的
法律部门。
劳动法主要调整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而社会保障法的核心内容——社会保险法就是在
劳动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
最早的社会保险法也就是劳工保险法，又称劳动保险法，是为解决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风险而制定
的。
从学说上分析，一般认为，19世纪末德国俾斯麦颁布的有关劳工保险的法律与以保护劳动者基本权为
中心的劳动法有着密切的联系。
20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权观念的普及，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范围逐渐呈现出由其最
初的“职业保障”向“全面保障”的扩张趋势，社会保障成为一项面向全体国民的社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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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第2版)》是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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