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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劳动力派遣的起源谈起，对劳动力派遣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第一篇是劳动力派遣概述，让我们对劳动力派遣有一个整体的认识；第二篇分析了劳动力派遣发展的
背景，让我们以非标准劳动关系来认识劳动力派遣，可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角度；第三篇详细论述了
劳动力派遣放松政府管制的争鸣以及国际上的发展趋势，让我们在讨论劳动力派遣时，应当着眼于世
界，在该问题上不至于“闭关锁国”；第四篇是劳动力派遣雇主义务承担的理论争鸣，在该篇当中，
与劳动力派遣雇主义务承担的国内外的各种理论学说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并认为双重劳动关系共同雇
主理论应当是我们的现实选择；第五篇则是基于在前面几部分的充分论证，最终得出的我们国家在劳
动力派遣具体问题上以双重劳动关系为理论指导的现实对策；本书最后还附录了课题组在调研的基础
上形成的几份调研报告，整本书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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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董保华，1954年3月出生，1982年2月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现任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
国法学会社会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劳动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劳动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劳动学
会劳动法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法学会劳动法研究会总干事。
曾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论证和起草工作。
 
    1987年开始从事劳动法学研究以来，公开发表有关劳动法律方面的论著400余万字。
撰写劳动法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劳动的法律保障》、《中国劳动法学》、《劳动法教程》、《“劳工
神圣的卫士”——劳动法》、《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劳动法原理》、《劳动法论》、《劳动关系
调整的法律机制》、《社会法原论》、《劳动合同研究》、《社会保障的法学观》、《劳动法精选案
例一六重透视》、《劳动关系调整的社会化与国际化》、《劳动力派遣》等；公开发表论文200余篇，
其中在法学、劳动科学方面国家级的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约100篇，并有50多篇论文获得司法部或上
海市等有关部门评选的优秀论文奖；同时，还主持或参与10多项司法部或上海市有关部门的研究课题
，并多次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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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劳动力派遣的管理第四篇  劳动力派遣雇主义务的分配　第十四章  尊重实际履行与强化法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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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篇  劳动力派遣的制度构建　第十九章  劳动力派遣中的公平就业原则 　 一、国外双重雇主判例中公
平就业原则的适用  　二、国外一重雇主立法中公平就业原则的适用  　三、关于我国公平就业原则的
立法思考　第二十章  劳动力派遣中劳动基准法的执行 　 一、国外双重雇主判例中劳动基准法的适用  
　二、国外一重雇主立法中劳动基准法的执行  　三、关于我国劳动基准法适用的立法思考  　四、关
于我国劳动基准法适用的案例及评析　第二十一章  劳动力派遣中劳动安全卫生法的适用 　 一、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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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中集体谈判权的保障 　 三、关于我国集体谈判权保障的立法思考 　 四、关于我国集体谈判权保
障的案例讨论　第二十三章  劳动力派遣中解雇保护与员工退回 　 一、国外双重雇主理论下的解雇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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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与员工退回 　 二、国外一重雇主理论下的解雇保护与员工退回 　 三、关于我国解雇保护与退回机
制的立法思考 　 四、关于我国解雇保护与员工退回的案例及评析附录：调研报告  上海市劳动力派遣
的发展及对策研究  人力资源派遣行业调研报告（节选）  劳动力派遣运行的规模化与规范化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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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劳动力派遣概述　　2006年，都灵冬奥会奥组委（TOROC）与Adecco签署了协议
，Adecco负责都灵冬奥会人力资源工作，通过其分布在意大利全国的500家机构帮助都灵奥组委培
训20000名志愿服务人员，并为都灵奥组委培训团队领导，还为都灵奥组委提供专业的网上报名工作人
员和系统。
Adecco也是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合作伙伴，为其预备了70000人的人力资源库，其中包括志愿服务人员
和临时雇员。
Adecco是总部设于瑞士的劳动力派遣公司，作为跨国公司，该公司在全球67个国家拥有分支机构
，2002年在福布斯500强中位列150位，公司分别在苏黎世、巴黎和纽约上市。
　　目前，劳动力派遣在各国都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因此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劳动力派遣这种形式引入我国以来也日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003年以来，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中央电视台在用人制度上不断探索，尝试将现代人力
资源管理的原则、规律和方法引入事业单位的人事管理中来。
通过劳动力派遣的方式对原编制外用工进行公司化管理改革，以制度创新的方式解决了困扰电视台十
几年的不规范用工问题，为电视行业乃至事业单位的用人制度改革提供了新经验。
2003年12月25日，作为改革试点的播送中心有184名编外人员与中视劳务派遣中心有限公司签订了劳动
合同，实现了编外人员身份的重大转变。
这次签约，标志着中央电视台编外人员劳动力派遣制度的正式确立。
自2003年12月到2004年10月，全台15个中心（室）所使用的5684名编外人员与北京中视汇才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成为北京中视汇才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签约员工，再由该公司以劳动力派遣
的方式委派到中央电视台工作，他们在台内被称为“派遣人员”或“企聘人员”，中央电视台由此成
为目前国内使用劳动力派遣人员规模最大、人员种类最多的组织。
②电视台只是用人单位，编外人员与电视台没有法律上的劳动关系。
劳动力派遣的用工方式既减少了电视台的人力成本，避免了作为用人单位直接与被派遣人员发生劳动
纠纷的可能，也使广大编外人员的劳动权益得到了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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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劳动力派遣》从法学和经济学两个视角对劳动力派遣展开了深入分析，不仅有纯粹的法学理论
分析，还有大量的经济学数据，更是采用了实证研究的方法对上海外服和上海电力公司等单位的劳动
力派遣用工进行了调研。
介绍了国际及我国劳动力派遣的发展历程，劳动力派遣的基础理论：概念、特征、与相关概念的比较
、分类，劳动关系发展的新趋势：灵活就业与非标准化，非标准化劳动关系的法律规范，国际上对劳
动力派遣法律规制的实践和趋势。
此外，还收录了我国劳动力派遣的调研报告及国内外劳动力派遣知名企业业务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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