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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反就业歧视法在中国的兴起，主要发生在最近十年。
较之西方国家半个世纪乃至更久的发展历程而言，这一崛起不可谓不迅猛。
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就业歧视现象与和谐社会目标之间的冲突日益显著。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历次重大社会经济政策的调整，都会引出歧视问题：计划经济时代的城乡区隔
、地域倾斜，使户籍歧视遗留至今，农民工成为就业歧视的最大受害群体之一；随着市场化转型的启
动，用人单位的偏好假“契约自由”之名而全面正当化，性别偏见、健康或者疾病歧视等损害公平竞
争和经济效率的行为沉渣泛起，而居于天然弱势的女工、未成年工、残疾人等又难以得到国家和社会
的有效保护⋯⋯可见，就业歧视是劳动就业政策缺陷长期积淀的结果。
而近年来以“和谐社会”为目标的民生建设，正可看做对这种缺陷进行系统纠正的尝试。
尝试的成果之一便是《就业促进法》设专章规定了公平就业问题。
然而，法律的规定仍嫌粗疏，诸如就业歧视的概念、救济形式乃至反歧视的法理依据等问题尚待理清
。

同时，立法并非反就业歧视行动的终点，而是将法律的阐释、适用和完善等问题以更为紧迫、更为直
接的方式提了出来。
由此，通过编译的形式，引入国外的法治经验和研究成果，就显得很有必要了——这正是本书出版的
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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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因此，笔者的观点是，纯粹的借口案件具有非此即彼的证明模式，从而区别于混合动机案件，且对于
借口案件而言，如果存在混合动机的可能性，那么原告拥有的非法动机的证据必须不限于借口——即
笔者在别处提到的借口以外的证据。
上述观点显然认定，除非有其他证据，一个纯粹的借口案件不能简单地变形为混合动机案件，而这种
变形正是zimmer教授消除单一动机／混合动机案件区别的第二层面理由的核心。
（b）单纯的借口案件不能变形为混合动机案件zimmer教授认为，借口案件事实上是混合动机案件，
因为即便借口的证据软弱到无法消灭雇主的解释，也能重创后者，从而足以使裁判者得出歧视因素扮
演了部分角色的结论。
换言之，如果原告无法证明雇主所言完全是借口，但能证明是“部分的借口”，那么借口案件就将变
形为混合动机案件。
上述观点的问题在于，它错将理论上可能正确的事情（两个动机可能都扮演了一定角色）与原告在证
明歧视动机时对借口的依赖混为一谈。
之所以检测歧视借口问题，是因为雇主提出了不真实的解释或者说掩饰，来应对表面证据确凿案件。
如果雇主的解释在遭到挑战后，仍能存活为在消极行动中扮演了一定角色的因素，那么借口的证据本
身所提供的证明力就会被削弱。
确实，在一宗纯粹的借口案件中，很难设想有一种证据基础可以让裁判者认定：虽然证据不足以揭露
雇主的解释是借口，但本身足以存活为一种有效的解释，那么就能证明雇主的解释是部分的掩饰。
我们真能如此精确地分解借口的证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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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法学之路上，我无疑是个幸运者。
二○○四年春天，北京大学破格给予我这名新生以重新选择专业的机会，批准我从光华管理学院金融
系实验班转入法学院学习，插班读大一。
刚刚在法学院的课堂上坐定，轰动全国的先导性诉讼——张先著诉芜湖人事局乙肝歧视案——获得了
部分胜诉，中国反就业歧视法的发展步伐自此明显加快。
记得当年没有任何一本著作对反就业歧视法的论述超过三页，但叶老师在讲授“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
”课程时，花了整整三个小时的时间，详细介绍了这一领域的初步进展。
课堂内外的机遇同时扑面而来，激发了我的好奇心，也唤醒了长存的学术理想。
从起点开始，我就是幸运的。
五年来，我时常自问：如果不是在北大，我的学术道路会有怎样的不同？
学术固然是个人的志业，再逼仄的空间都可容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但或许只有北大，才会给予我超乎寻常的信任，去瞻望近乎于无法企及的高峰。
反就业歧视法学需要复合进路，北大便给了我做劳动法课题、读行政法硕士、参加国际人权班项目的
机会；反就业歧视法学需要开阔眼界，北大便将我先后送到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香港大学作交
换或访问；反就业歧视法学需要借鉴他国，北大便开通了LexisNexis、Heinonline、JSTOR等海外数据
库，彻底更新了我依据有限的二手资料而形成的陈旧观念，也激发了我引进这些成果的强烈兴趣。
在叶静漪老师的鼓励下，我首先翻译了本书收录的《雇佣歧视法透视：三维平等观》等三篇文章，计
五万字（未译注释），作为毕业论文写作的资料。
二○○七年秋，我入读研究生，继续翻译工作，至十月底译成五篇，约九万字。
当年十一月四日，我随叶老师参加由四川大学法学院人权法律研究中心、中律原咨询（北京）有限公
司和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联合举办的“反歧视法（草案）学术建议稿第二次专家论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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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反就业歧视法国际前沿读本》：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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