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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离土离乡篇 1.如何选择进城务工的时间？ 2.如何选择外出务工的地点？ 3.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
人可以进城务工吗？ 4.进城务工应当做哪些准备？ 第二章 求职就业篇 5.我国的职业介绍机构是什么情
况？ 6.如何鉴别正规职介和非法职介？ 7.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免费提供哪些服务？ 8.有农民工专场招聘
会吗？ 9.怎么办理职业资格证书？ 10.从事哪些技术工种必须持证上岗？ 第三章 劳动合同篇 11.未签订
书面劳动合同，劳动者的权益是否受法律保护？ 12.订立劳动合同真的有用吗？ 13.用人单位故意不订
立劳动合同怎么办？ 14.与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合同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15.哪些劳动合同是无效的？ 16.
试用期应当有多长？ 17.试用期内用人单位可以任意解除劳动合同吗？ 18.用人单位可以单方变更劳动
合同吗？ 19.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吗？ 20.劳动者是否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21.哪
些情况下用人单位可以随时解除劳动合同？ 22.什么情况下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必须提前30日通知？
23.什么情况下单位可以进行经济性裁员？ 24.在哪些情况下用人单位不能解除劳动合同？ 25.解除劳动
合同的经济补偿金，需要交纳所得税吗？ 26.集体合同与劳动合同有什么区别？ 第四章 劳动时间篇 27.
国家规定的工时制度适用于农民工吗？ 28.标准工作时间是如何计算的？ 29.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如何
适用？ 30.不定时工作制如何适用？ 31.如何适用缩短工时制？ 32.国家对加班加点有哪些规定？ 33.劳
动者参加哪些社会活动可以认定为提供了正常劳动？ 34.从事非全日制工作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35.农
民工是否享有休假权？ 第五章 劳动安全篇 36.劳动者在安全生产中有哪些基本权利和义务？ 37.用人单
位能否和劳动者签订安全生产事故免责协议？ 38.哪些疾病属于职业病？ 39.如何申请职业病诊断？ 40.
劳动者享有哪些职业卫生保护方面的权利？ 41.职业病患者可以享有哪些待遇？ 42.用人单位应提供必
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吗？ 43.对于女职工和未成年工，有哪些特殊保护措施？ 第六章 工资报酬篇 44.工钱
和工资一样吗？ 45.农民工对用人单位的工资分配方案有发言权吗？ 46.农民合同制工人能否享受集体
合同中的工资权利？ 47.用人单位可以“以物抵薪”吗？ 48.用人单位无故拖欠工资应受什么处罚？ 49.
用人单位克扣工资应受什么处罚？ 50.完成一次性临时劳动，工资应当何时发放？ 51.用人单位可以将
工资支付给他人吗？ 52.农民工适用国家最低工资标准的规定吗？ 53.最低工资中包括单位提供的伙食
和住房等支出吗？ 第七章 劳动保险篇 54.用人单位应当为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费吗？ 55.临时工有权享
有社会保险吗？ 56.农民工有权获得工伤保险吗？ 57.工伤保险费由谁来缴纳？ 58.哪些情形可以认定为
工伤？ 59.如何及时申请工伤认定？ 60.工伤职工可以享受什么样的医疗待遇？ 61.因工致残可以享受何
种伤残待遇？ 62.因工死亡，职工家属应当享受何种待遇？ 63.职工不服劳动能力鉴定结果，应当怎么
办？ 64.跨省流动的农民工伤残，是否可以一次性享受工伤保险长期待遇？ 65.非法用工单位的劳动者
享受什么工伤待遇？ 66.农民工有权参加失业保险吗？ 67.农民工可以参加养老保险吗？ 68.农民工可以
参加医疗保险吗？ 69.参加了医疗保险，医疗费用如何支付？ 第八章 劳动争议篇 70.平时的工作中应注
意保留哪些证据？ 71.在什么情况下，用人单位应负举证责任？ 72.农民工维护自身权益应当注意哪些
法定时限？ 73.处理劳动争议的机构有哪些？ 74.如何选择有管辖权的仲裁机构？ 75.当事人不服不予受
理的仲裁裁决，可否向法院起诉？ 76.劳动争议仲裁如何收费？ 77.用人单位的规章 制度是处理争议的
依据吗？ 78.发现哪些情况，农民工可以向劳动保障监察机构举？ 79.如何向劳动保障监察机构举报？
80.对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哪些行为不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 81.对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哪些行为
不服，可以提起行政复议？ 82.如何提起行政复议？ ⋯⋯ 第九章 住房教育篇 第十章 出国务工篇 附件
：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部门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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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1.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劳动者的权益是否受法律保护？ （务工亲历） 我是一个
普通农民工的家属，我丈夫因为会驾驶汽车，经朋友介绍进入一家公司当驾驶员。但是，该公司没有
为他办理劳动用工手续，也没有和他签订劳动合同。2003年11月，我丈夫在为公司送货途中因交通事
故死亡。交通事故处理结束之后，公司说，我丈夫不是公司正式职工，并且责任方已按交通事故处理
的有关规定支付赔偿，所以对我丈夫不作因公死亡处理。请问专家，我丈夫与公司未签劳动合同能否
享受正式工待遇呢？ （专家解答）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
务的协议。依据我国《劳动法》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的劳动合同。但在我国现实生活中
，则存在着大量的用工单位和劳动者之间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况，我们称之为事实劳动关系。
那么，事实劳动关系是否受法律保护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劳部发（1995）309号）中规定：“中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与劳动者之间，只要形成劳动
关系，及劳动者事实上已成为企业、个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并且为其提供有偿劳动，适用劳动法”；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劳动争议不论是否订立劳动合同，只要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并符合劳动法的
适用范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的受案范围，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均应受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14号）规定：“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已形成劳动关系后发生的纠纷，属于《劳动法》第二
条规定的劳动争议，当事人不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
应当受理”。因此，即使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未签订劳动合同，只要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其合法权益依
然受到劳动法的保护，其与用人单位产生劳动争议，依法可以提请仲裁和诉讼。

Page 4



《农民务工读本》

编辑推荐

《农民务工读本》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Page 5



《农民务工读本》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