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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劳动关系是工业化时代一种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是衡量社会是否
和谐的重要标准。
在企业转制、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形势下，我国既面临“黄金发展期”，又处于“矛盾凸显期”，
劳动关系问题日益突出。
它不仅涉及数以亿计劳动者权益的实现，还涉及科学发展观的落实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既是
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
加大对劳动关系问题的研究力度，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也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我们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职工权益的实现与劳动关系的稳定。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作为
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突出位
置，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突出以人为本、注重社会公平，坚持
把推动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作为中心任务，强调要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
利益问题，加强和谐社会建设。
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我们党在发展理念与指导思想上，对于人的问题、对于劳动关系问题的高度重
视。
这也是我国劳动关系总体上健康协调、职工合法权益进一步实现和保障、改革和建设各项事业顺利推
进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建立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和谐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劳动关系，是工会推动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切入点，也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贯彻“组织起来
、切实维权”工会工作方针的必然要求。
我们要站在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与工会工作全局的高度，重视加强对劳动关系问题的研究，坚持以
科学理论为指导，坚持从国情、会情出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继承和创新的统一，把劳动关系
问题的研究不断引向深入。
要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劳动关系的性质和基本特征，深刻分析不同性质社会、不同历史时期劳动关
系的区别，准确把握劳动关系研究的方向、目标与重点。
要深入研究和正确处理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关系、劳动者和建设者的关系以及劳动者内部不同群体间的
关系，围绕劳动关系的建立、运行、监督、调处等方面，探索建立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的实现条件，促
进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安全生产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问题的解决，推动和谐劳动关系、
和谐企业、和谐社会的构建，使劳动关系各方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共谋发展，为推动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直属普通本科高校，既承担着学历教育、工会干部培训和
职业技能培训的任务，也承担着加强工会理论研究的任务。
作为全国最早批准劳动关系本科专业招生的高校，全面加强劳动关系学科建设是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
一项重要任务。
学院拥有一大批素质较全面、科研能力较强的专家学者和中青年骨干教师，在劳动关系、劳动法律、
工会理论等领域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这套精品系列教材的编写、出版，既是加强劳动关系学科教材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对学院劳动关系
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
当然，由于劳动关系仍然处于深刻变化的过程之中，也由于这一学科的开创性，本丛书可能在一些方
面还不够成熟，还有待于理论的进一步挖掘与实践的进一步推进。
希望它的出版，对于提高劳动关系学科的教学水平，深化劳动关系研究，推动工会工作和劳动关系人
才培训，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也希望更多的专家学者高度关注和重视研究劳动关系问题，共同推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劳动关系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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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介绍我国劳动争议处理法的基本理论、原则以及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对劳动争议处理所涉及的
适用范围、处理体制、举证责任，以及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等各个阶段的具体制度进行了详细
的论述，研讨内容涉及我国劳动争议处理法的各个方面。
本书力图将理论与实务紧密结合，各章均以“本章重点”及“关键词”提纲挈领，以“引导案例”引
发思考，在正文后配合“思考题”巩固学习成果，以“案例分析”培养读者对法学知识的适用能力，
大大增强了教材的可读性、适用性，扩展了教材的知识含量，有助于读者全面、深入、灵活地掌握劳
动争议处理的基础理论与重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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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集体劳动争议是目前我国劳动争议的主要形式，凸显劳动关系的不稳定因素加剧　　集体
劳动争议主要指劳动者一方在10人以上的劳动争议以及因履行集体合同而发生的争议。
我国目前的集体劳动争议以前一种为主。
集体劳动争议大量增加是近年来我国劳动争议的一个显著特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2004年
集体劳动争议案件达1．9万件，比上年增长72．7％。
2007年集体劳动争议案件达1．3万件，涉及劳动者27万人，立案受理案件数较之2006年增加了3．3万
件，比2005年增加了3．6万件。
这表明我国已进入集体劳动争议的高发期，且涉及的劳动者人数有增无减，显示出劳动关系不稳定的
波及范围扩大。
　　（三）引发劳动争议的原因多集中在劳动报酬和经济补偿、赔偿及保险福利等劳动者基本劳动权
益方面，利益矛盾成为劳动关系中的主要矛盾　　近10年来，因劳动报酬、经济补偿和保险福利引发
的争议一直是劳动争议的焦点，连续多年均占全部受理案件的50％以上，居各类争议之首。
2003年这类案件数量达到12．1万件，占全部受理案件的53．5％，仍居第一位。
其中，劳动报酬案件7．7万件，占全部受理案件的33．9％；保险福利案件4．4万件，占全部受理案件
的19．6％。
在2005年的劳动争议案件中，劳动报酬和保险福利争议案件数量最多，分别为10．3万件和10．2万件
。
这两类案件数量分别占当年全部受理案件总数的33％和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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