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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女大学生就业权益法律保护》针对女大学生就业权益法律保护的各个面向，从历史到现实，从基本
原理到法律救济，笔者努力升华理论；从域外到境内，从规范梳理到缺陷完善，笔者致力精进规范；
从案例到评析，从路径选择到就业保障，笔者力求完善实践。
体系的创新与知识的推进也随着全书撰写工作的结束，慢慢得以形成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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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卫生法制》《高教研究与探索》等刊物发表论文，参写著作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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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原理 第一章女大学生就业历史回顾及现状分析， 第一节女大学生就业历史回顾 第二节女大学生
就业现状概览 第三节女大学生就业问题分析 第一章女大学生就业权益保护之理论基础 第一节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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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女大学生就业权益保护及法律救济 第一节女大学生就业前权益保护及法律救济 第二节女大学
生就业中权益保护及法律救济 第三节女大学生失业后权益保护及法律救济 中篇规范 第一章域外有关
女大学生就业权益保护的规范 第一节国际公约中有关女大学生就业权益保护的规定 第二节欧美国家
法律中有关女大学生就业权益保护的规定 第三节东亚国家及地区法律中有关女大学生就业权益保护的
规定 第四节域外就业权益保护立法的启示 第二章中国有关女大学生就业权益保护的规范 第一节宪法
中有关女大学生就业权益保护的相关规定 第二节普通法中有关女大学生就业权益保护的规定 第三节
其他规范性文件中有关女大学生就业权益保护的相关规定 第三章中国相关法律的缺陷及完善 第一节
中国法律中有关女大学生就业权益保障的缺陷 第二节中国法律的完善未来立法的走向 《女大学生就
业权益保障条例》建议稿 下篇应用 第一章女大学生就业争议解决——案例及评析 第一节女大学生就
业争议解决综述 第二节女大学生就业歧视争议案例及评析 第三节女大学生兼职、实习中争议案例及
评析 第四节女大学生性骚扰争议案例及评析 第五节女大学生“三期”保护争议案例及评析 第二章女
大学生就业争议的解决路径及其展望 第一节女大学生就业争议解决路径概述 第二节女大学生就业争
议解决路径之协商与和解 第三节女大学生就业争议解决路径之调解 第四节女大学生就业争议解决路
径之劳动仲裁 第五节女大学生就业争议解决路径之诉讼 第三章女大学生的就业指导与就业保障 第一
节女大学生的职业素质培养 第二节女大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 第三节女大学生的就业保障 附录一：国
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 附录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实施大
学生创业引领计划的通知 附录三：关于认真落实《就业促进法》进一步保障和促进女大学生就业创业
的意见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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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为妇女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
政府要求用人单位采取积极行动，安排妇女就业，并且努力使她们获得收人更好的职位。
为了使之更有成效，积极行动可以采用配额的形式，即规定在总职位中为妇女保留一定的数量或一定
的比例。
如果发现有单位违反了本行业所规定的男女比例，则对该单位处以较高数额的罚款。
这样的话，每个用人单位在雇佣新成员时，就要考虑到本单位的女职工比例，以免被罚款。
因此，只要规定的罚款数额高于单位雇佣女性可能受到的损失用人单位就有积极性雇佣女性，以达到
政府规定的男女比例。
另外，可以借鉴挪威、瑞典、希腊等国的做法，即通过立法对女性从业者达到一定比例的企业在税收
上给予一定的优惠，从而鼓励企业吸纳女性就业。
建立起必要的社会补偿制度，对企业接受女性就业所带来的“性别亏损”，给予合理的补偿。
在规定用人单位的男女比例的同时，采取另一种政策鼓励那些达到或超过该行业规定的男女比例的用
人单位，即对这些单位实行减税优惠。
 社会保障部门应建立就业信息交流平台和大学生资源库，实现就业信息和人才信息的共享。
高校针对女大学生就业提供免费的就业政策咨询、岗位信息提供、职业介绍和职业指导服务，促进女
大大学生生就业。
社会和学校各自运用自己的资源、力量，为女大学生就业扫除障碍、铺平道路。
 2.完善法律——针对缺陷 （1）细化法律规范 细化法律条文，使法律具有可操作性，让歧视行为付出
代价要建立明确的反性别歧视机构或法律条文，禁止任何形式（包括显性和隐性）的性别歧视。
严格明确招工广告中不得出现限制性别的条款，对出现者给予重罚。
例如，就业信息发布不得有性别要求，面试过程诃以通过录像或录音记录以防止面试过程中提出歧视
性问题，并为日后可能的诉讼提供证据。
招聘结果的性别比例应该公布，有多少人报名，男女比例多少，录取多少人，男女比例多少，以方便
社会对招聘结果进行监督。
 （2）加大惩罚力度 美国社会学家对性别歧视提出了“歧视的机会结构”的理论，认为理解歧视的关
键性因素是分析歧视发生的条件，这些条件构成了在法律环境下歧视存在的“机会结构”。
歧视的机会结构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一是“无意识偏见”的作用，如刻板印象等。
它在对人力的信息收集过程中导致有意识的选择。
二是反歧视法规的模糊性可能导致的意外后果，特别是一些保护性法规有可能强化歧视。
三是有关反歧视行动的有效性，这意味着如果被歧视群体不能有效地反对歧视，那么歧视将有恃无恐
。
因此，反歧视的状况决定着歧视发生的可能性，在中国，招聘方在招聘过程中的性别歧视行为很少受
到惩罚或只有很轻的惩罚，很难起到警示的作用，可以加大对该类行为的惩罚程度，使招聘方为性别
歧视行为付出更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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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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