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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劳动合同法》是继《劳动法》之后调整劳动关系的又一重要法律。
    本书是对《劳动合同法》的热点问题所作的专题论述。
每一个热点问题都包括术语解释、争议焦点和实务操作等三个方面，作者意图在立足我国劳动法实践
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劳动合同立法过程中的具体争议。
并通过案例分析，就相关的热点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和阐释，以为法律的具体适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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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嘉，1962年10月出生。
198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1987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并留枝任教
，2001年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2005—2006年作为富布莱特项目高级访问学者赴哈佛大学访问研究。
2005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所长，中国政
法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劳动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法学会劳动法和社会保障
法研究分会副会长。
 撰写专著、主编及合著各种著作20余部，在《中国法学》《法学家》等期刊上发表论文50余篇，代表
性著作和论文有：《社会保障法的理念、实践与创新》(曾获北京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
奖和中国劳动法学会纪念劳动法十周年优秀成果著作类一等奖)，《社会保险对侵权救济的影响及其发
展》《劳动合同若干法律问题研究》等。
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九五、十五
规划项目、挪威奥斯陆大学人权研究中心资助项目等国内外重大科研项目。
近年来多次主持召开国内外重大学术研讨会，参与了主要劳动法律法规的起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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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事业单位是否应完全成为劳动法律关系中的用人单位　　事业单位，是指为了社会公益目
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缉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
服务组织。
由于我国从计划经济时代以来一直实行“劳动——人事”相分离的制度，事业单位与其人员之间的人
事关系，由人事部门管理，其人员享受干部待遇，享有一定的身份特权。
企业与其职工之间是劳动关系，由劳动部门管理，其职工只是一般的工人，劳动力的配置具有强烈的
行政色彩。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打破劳动力市场中的身份因素，统一劳
动力市场，使劳动力资源从行政配置转为市场配置。
①　　《劳动合同法》在立法过程中，对于事业单位在多大程度上纳人其适用范围的规定上争议较大
：　　1.区别对待说。
该观点认为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将所有的事业单位完全纳入劳动合同法的适用范围，而应该根据事
、止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不同进程来区别对待，对于改革基本完成并且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应
该适用劳动合同制度，对于那些改革尚未完成的事业单位则应该继续适用其人事管理的相关制度。
该观点具体表现为《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征求意见稿）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国家机关、事
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依照本法执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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