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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世纪之初，周永平同志考入北大法学院，作为我的学生，研究法学。
在多年的相处和交流中，我觉得他有很多与众不同的特点。
　　他有开阔的视野和扎实的学术功底，这与他自身多年的学习研究密不可分。
在本科，他受过严格的自然科学的培养与训练；在硕士期间，他又较系统地学习和研究现代哲学，加
上数十年不懈的广泛阅读与思考，他在多个领域均有独到的见解，分析和解决一些重大学术问题时，
表现出既宏观又独特的思维特点。
　　作为一位实践者，周永平同志具有丰富实际工作的历练。
他先后在农业、工业、科技、安全生产及理论政策等领域从事具体工作和研究，有所建树。
这些经历为他研究法学这门现实学问提供了丰厚的基础和不竭的动力，使他对劳动法重大理论问题的
研究与思考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现实意义。
　　周永平同志虽然供职于政府，却具有学者的修养与品格。
他学品端正、治学严谨；他学术思路清新、明晰、大器，又不乏严格的考证，注重逻辑的一贯性、细
节的雕琢。
　　周永平同志的博士论文能够做到一气呵成，并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正是由于他具有上述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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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工业化及其相伴生的现代劳动关系产生和经历的时间还很短，但其发展之迅猛、变动之剧烈
、遇到的问题之复杂在世界范围是空前的。
迄今为止，我国学界，特别是法学界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对于工业化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
教训，得与失的引鉴和分析，还不够深入。
　　本书由上世纪末主要工业化国家在劳动法领域掀起的“去管制”、“柔性化”运动的原因探讨入
手，从劳动法的历史、基本制度和原则，国家法的国际比较等多角度对劳动关系法律制度进行了分析
，提出了劳动关系法律制度与经济活动形式之间存在明确相关和互动关系的理论解释，并对我国的劳
动关系法律制度作出了总体评价，提出了改造和重塑我国劳动关系法律制度的系统建议，对于深化相
关基础研究具有指引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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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当代社会关系的特征　　当代法律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影响着每一个人的日常
生活。
法律规范几乎涉及每一个行为，确保一个公民从出生到坟墓，和平安宁的生活。
这是200年前民法昌盛时代，靠一部《民法典》造就社会生活秩序，数千年中国的统治者靠一部《论语
》治天下所无法想象的。
学者将当代法律的这一发展现实概括为法律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 of Law）。
所谓法律社会化，它不只是指法律对社会生活的深度介入和广泛渗透；更是指当代法律的发展对民法
时代的许多基本原则和理念进行了修正或扬弃；也是指当代的现实社会生活内在地需要适合当代社会
生活状况的法律理念、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
　　顺应当代社会的现实需要，在法律社会化过程中，当代法律发展深刻动摇和修正了数千年传统形
成的、特别是数百年固化的一些基础信念和不变原则。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奉若神明、固化在《拿破仑民法典》中的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契约绝对自由
两项原则，在当代法律制度已经失去了其“神圣性”和“绝对性”。
财产权和契约权的行使受到了多方面的限制。
在大陆法系国家大量的特别法设定了众多的限制基本的民法典所确认的私人自治核心内涵和外延；在
普通法系国家，通过成文法确立的法定责任优于其近千年案例法传统形成的契约自由和财产权自由原
则。
　　当然具体的“法定责任”的创制也是一个过程，反映出社会现实需要和社会走向更加文明和进步
交错过程。
现代工伤责任归责原则就经过了判例法阶段的“共同过失”　和“同伴规则”到“雇主责任法”、“
工伤保险法”等成文法正式确立雇主承担无过错责任这样一个长达百年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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