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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各种社会关系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劳动力所有制的变化，带来了劳动关系的深刻变化。
而劳动关系的变化是我国近年来劳动争议案件频繁发生并逐年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
    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
和谐的劳动关系是我们建立和谐社会的组成部分。
在我国致力于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对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关系到劳动者权益的维护，用人单位经
济效益的提高，社会的安定和文明进步。
本教材以我国的《劳动法》《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和有关的配套规章为依据，全面阐述了我国劳
动争议处理制度，包括调解制度、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劳动争议诉讼制度，还介绍了劳动争议的协商
制度。
  　本教材具有以下特点：　  1.反映法学理论发展的新成果和立法、执法的新情况  　本教材力求吸收
法学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和前沿理论观点，采用新颁布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
颁布或修订的法律、法规。
从内容上来说，既反映一定的学术前瞻，又注重法学的基本框架、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
    2.注重体例编排的科学性    我们在编写本教材时，一是注意每一章节内部体例的科学性和逻辑性；二
是注意处理好本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叉和衔接关系，特别是着力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视角阐述劳动
争议的处理。
  　3.注重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　  本教材在体例的安排上尽力体现该门学科的特殊性，详细介绍了
劳动争议的调解、仲裁、诉讼的基本原理、特征、程序和技能，以及劳动争议的预防实务。
运用案例作为每一章的引导，培养学生运用法律原理来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和创新意识。
        4.简明实用、写作符合规范       本教材针对本科学生的特点和各课程的学时安排，力求简明扼要，
注重实用。
    《劳动争议处理》由罗燕、钟小文、徐向龙等共同编写，罗燕负责修改、统稿工作。
具体撰写分工如下：徐向龙撰写第一、二、三章；罗燕撰写第四、五、六、七章，钟小文撰写第八、
九、十章。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相关领导、老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表
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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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劳动争议处理的范围是指劳动争议处理机构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范围。
根据《劳动法》和《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的规定，劳动争议处理机构的受案范围分为以下两种。
　　一、劳动争议处理的主体范围　　劳动争议处理的主体范围是指哪些用人单位和职工能够成为劳
动争议的当事人，并可以申请劳动争议处理机构处理争议。
根据我国处理劳动争议的有关规定，劳动争议处理机构受理以下主体的争议。
　　（一）中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　　这包括所有类型的企业
，即无论是国有、集体企业，还是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或是乡镇企业，只要与劳动者发生了劳动
关系并产生劳动纠纷，都将纳入劳动争议处理的范围。
形成劳动关系有两种方式：一是订立劳动合同；二是未签订劳动合同却形成事实劳动关系。
根据原劳动部颁发的《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2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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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
的受案范围，都可以向劳动争议处理机构提请劳动争议处理。
　　（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与本单位的工人以及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　　
《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公务员和比照实行公务员制度的事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不适用《
劳动法》，这些人员如与单位发生劳动争议不属于劳动争议处理机构的受案范围，可依照公务员管理
的有关规定处理，而这些单位与其工人和与之签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发生的劳动争议则由劳动争议处
理机构受理。
　　（三）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个体工商户与帮工、学徒以及军队、武警部队
的事业组织和企业与其无军籍的职工　　根据原劳动部的意见规定，在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中
工作的人员、帮工、学徒及在军队、武警部队的事业组织和企业中工作的无军籍职工均适用《劳动法
》，因此，如与所在单位发生劳动争议，只要符合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单位及其人员均属劳动争议
处理的主体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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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系列教材·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劳动争议处理》以我国的《劳动法》《企
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和有关的配套规章为依据，全面阐述了我国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包括调解制度
、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劳动争议诉讼制度，还介绍了劳动争议的协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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