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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为什么要了解法律知识？
　　（１）了解法律知识是遵纪守法的需要。法律意识和

法制观念是公民必备的思想政治素质，遵守法律法规是

每一个公民的义务，是维护良好社会秩序的基本前提。

通过法律学习，可以提高明辨是非、判断正误的能力，

树立法律意识，增强法制观念，知道什么是违法行为，

什么是犯罪行为，知道了哪些事情可以做、应该做，知

道了哪些事情不可以做、不应该做，在思想上能树立起

自觉遵纪守法的观念，自觉约束自身行为，依法律己，

自觉守法，避免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２）了解法律知识是依法就业的需要。我国改革开

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都需要运用法律

手段正确调整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在进城务工的时候，从事生产经营

或市场交易，都离不开法律，要学会依法做事、依法

经营。

（３）了解法律知识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需要。社

会生活丰富多彩，社会关系纷繁复杂，有时难免会发生

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这就需要我们不仅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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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法、守法，而且要学会用法，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

（４）了解法律知识是同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的需要。

懂得了法律知识，就能运用法律武器同各种违法犯罪行

为作斗争，保障国家、家庭和个人的合法利益，为国家

安定、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幸福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建设和谐法治社会。

２．我国法律有哪些表现形式？
　　法的表现形式问题实质就是法的效力等级问题。根

据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我国法律的主要形式有：

（１）宪法：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国家的总章

程，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

力，是我国最主要的法律渊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

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２）法律：按照法律制定的机关及调整的对象和范

围不同，法律可分为基本法律和一般法律。

基本法津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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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和调整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某一方面带有基本性和全面

性的社会关系的法律，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

法》等。

一般法律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或

修改的，规定和调整除由基本法律调整以外的，涉及国

家和社会生活某一方面的关系的法律，如 《中华人民共

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赔偿法》等。

法律是依据宪法的原则和规定制定的，其地位低于

宪法，但高于其他的法律渊源。

（３）行政法规：行政法规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国务

院制定的有关国家行政管理方面的规范性文件，其地位

和效力低于宪法和法律，如 《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

题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改善农民

进城就业环境工作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实施条例》等。

（４）地方性法规：地方性法规是指省、自治区、直

辖市以及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

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在其法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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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内制定的法律规范性文件。地方性法规具有地方性，

只在本辖区内有效，其地位和效力低于宪法、法律和行

政法规，不得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如 《湖

北省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条例》《辽宁省关于加强农用机动

车辆管理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决定》等。

（５）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是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依照法定的自治

权，在其职权范围内制定的带有民族区域自治特点的法

律规范性文件，如 《云南省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

自治条例》《玉屏侗族自治县乡村公路条例》《鄂温克族自

治旗环境保护条例》等。

（６）行政规章：行政规章是指国务院各部、委和省、

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

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为了管理国家行政事

务所制定的法律规范性文件。

国务院各部委制定的称为部门行政规章，如 《生鲜

乳生产收购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

实施细则》《水利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定》等；其余的称

为地方行政规章，如 《甘肃省建设项目规划许可办法》

《天津市农村五保供养工作办法》《北京市林业植物检疫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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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等。

行政规章的效力低于前面五种法的形式，但同样是

我国法的渊源之一。

（７）特别行政区的法：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

的法律包括与基本法不相抵触的原有法律，是我国法的

一部分，是我国法的一种特殊形式，如 《中华人民共和

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驻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

政区区旗、区徽使用暂行办法》等。

（８）国际条约：国际条约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国家

之间规定相互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各种协定，是我国法的

一种形式，对所有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都具有法

律效力，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关于

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协定》《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

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

约》等。

３．进城务工，怎样才能避免自己的合
法权益受到侵害？

　　（１）要有法律意识，学会用法律手段来协调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农民朋友进城就业尤其应该了解一些跟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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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劳动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

济补偿办法》等，这样就能了解自己就业期间享有的权

利和应承担的义务、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的具体内容、

用人单位侵犯就业者合法权益后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如

何处理劳动争议等内容。

（２）签订劳动合同。避免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

一个重要措施就是要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就业者

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与用人单位进行仔细协商，

避免可能侵犯自己正当利益的条款，并兼顾双方利益。

（３）合同签订后要妥善保存，防止损坏和丢失。当

权益受到侵犯时，千万不能意气用事，也不要忍气吞声，

要积极与用人单位协商解决问题，协商不成再通过劳动

保障监察、劳动争议仲裁等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

４．农民外出务工，还需要办理就业证
卡吗？

　　２００５年３月１１日，原劳动部发出了 《关于废止 〈农

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及有关配套文件

·６·



　　

的通知》，该通知决定：

（１）废止原劳动部颁布的 《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

业管理暂行规定》、原劳动部 《关于严禁滥发流动就业证

卡的紧急通知》、原劳动部办公厅 《关于 “外出人员就业

登记卡”发放和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２）停止执行原劳动保障部办公厅 《关于印发做好

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动就业工作意见的通知》中，做出的

关于 “外出人员就业登记卡和外来人员就业证是搞好流

动人口管理，掌握流动就业状况，开展流动就业管理服

务的基础手段。要坚持在劳动力输出地发卡。外出人员

就业登记卡应反映外出前职业培训情况，反映权益保障

和就业服务等信息。外来人员就业证应记录外来后培训、

就业、缴纳及享受社会保险等情况。流动就业证卡应实

行省内统一管理，防止重复发放”的规定。

据此，农村劳动者外出务工，不再需要办理就业

证卡。

５．国家在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方面
有哪些政策？

　　（１）在就业管理方面，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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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种限制和不合理收费，取消专为农民工设置的登记项

目，实行暂住证一证管理；农村劳动者外出务工，不再

需要办理外出人员就业登记卡和外来人员就业证；各行

业和工种尤其是特殊行业和工种要求的技术资格、健康

等条件，对进城就业农民和城镇居民要一视同仁；各地

教育部门和学校对进城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在

入学条件等方面与当地学生同等对待，不得违反国家规

定乱收费。

（２）在职业介绍服务方面，城市公共职业介绍机构

要向农民工开放，免费提供政策咨询、就业信息、就业

指导和职业介绍服务。

（３）在就业培训方面，进城务工的农民参加职业培

训，可享受政府提供的一次性职业培训补贴，职业培训

补贴标准和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以下简称 《就

业促进法》）第二十条的相关规定，国家实行城乡统筹的

就业政策，建立健全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引导

农业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就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推进小城镇建设和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引导农业富余劳

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在制定小城镇规划时，将本地

区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作为重要内容。县级以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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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人民政府引导农业富余劳动力有序向城市异地转移就

业；劳动力输出地和输入地人民政府应当互相配合，改

善农村劳动者进城就业的环境和条件。

６．农民工受劳动法保护吗？
　　农民工在法律上享有平等的劳动者地位，同样受劳

动法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 《劳动法》）是

维护合法权益的基本法律，是调整用人 （用工）单位和

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

的一部法律。

《劳动法》规定了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

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

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

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以

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发生劳动争议解决的法律

途径和违反 《劳动法》的法律责任等。因此，《劳动法》

是农民工维护合法权益的法律依据。

根据 《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只要是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 （以下统称用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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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都平等地享有普通劳动者

的基本权利，农民工与其他劳动者一样，享有宪法和法

律规定的权利。任何歧视农民工和侵犯农民工权利的行

为都是违法的，农民工可以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合

法权益。

７．农民工享受哪些劳动权利？
　　根据 《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农民工作为劳动者的

一份子，享有以下基本权利：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

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

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

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

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

（１）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就业促进

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国家实行城乡统筹的就业政策，

建立健全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引导农业富余劳

动力有序转移就业。第三十一条规定：农村劳动者进城

就业享有与城镇劳动者平等的劳动权利，不得对农村劳

动者进城就业设置歧视性限制。

（２）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劳动者按用人单位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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