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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前有一种现象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即伴随着《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劳动争
议调解仲裁法》《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
规则》等系列劳动立法的出台和实施，劳动争议案件呈“井喷”之势增长。
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导致的不利经济形势对此更是火上浇油，某个地区劳动争议数量同比增长300％已
不足为怪，个别地区甚至同比增长800％之多！
许多地区的劳动争议处理机构因此“门庭若市”，承办人员业务繁重，苦不堪言。
在有关劳动争议案件数量急剧增长的同时，处于“经济强势”地位的用人单位却凸显颓势，败诉率一
直居高不下，远远高于劳动者。
不仅如此，双倍工资、违法解雇赔偿、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等新型劳动争议不断出现，因减薪、裁员
、关厂、搬迁、并购等引起的群体劳动争议也有明显增加。
于是数量增长快、单位败诉率高、新型案件增、群体争议多遂构成了当前劳动争议的四大最突出特点
。
　　这四大特点不能不引起社会各界对当前劳动争议案件的足够重视和关注。
宏观而言，劳动争议尤其是群体性劳动争议的大量增加，对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将产生不良影响；微
观而言，某一具体用人单位的劳动争议往往本身事小但后续影响大，如果其发生率及败诉率显著上升
，将使得该单位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面临严峻考验。
　　和谐抑或纷争？
是一个必选题，但并不是一个两难选择，我们当然要和谐！
但能否做到劳动关系的和谐？
如何做？
就成了摆在政府、用人单位、工会、劳动者及其他社会各界面前的一个现实而急迫的问题。
这一问题必须予以解决，本书因此而生。
　　既然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解决如何在实务层面进行具体操作才能构建和发展和谐劳动关系，那
么本书就不应该是一本普通的教科书，只解决“面”的问题；也不应该是一本普通的案例汇编，只解
决“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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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针对当前劳动争议“井喷”式增长的现状，为预防和解决各类劳动纠纷给企业带来的困惑和疑问
，控制企业用工风险，本书采用 “案例”+“评析”+“建议”+“问答”+“法规”的形式，通过重
点案例的点题和引伸，以点带面，有针对性地提出全面的、系统的劳动争议预防与处理实务操作建议
和方案。
此书是用人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者、法务工作者、工会工作者、其他高层管理者、劳动者以及律
师和其他法律同仁等的益友良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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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五节 劳动争议与民事争议的关系　　从实务操作角度考虑，劳动争议与民事争议的差别远没有
劳动法与民法的差别那么大。
原因在于，劳动法与民法是平级的法律部门之间的关系，而劳动争议与民事争议在实务操作中则类似
于种属之间的归属关系。
我国不设劳动法院，在法院的审理过程中，劳动争议一般都是放在民事审判庭，对于劳动争议处理的
司法解释也是由最高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庭作出，故在劳动争议的审理中难免打上民事争议的影子。
事实上，有关法院在进行案件统计的时候，是将劳动争议作为民事争议统计的。
而且，考虑到司法救济是对人民权利最后的救济，依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有关案件即使不
是劳动争议，但是属于人民法院主管的其他争议的，人民法院依然受理。
如此考虑，严格区分劳动争议与民事争议也许并无实益。
　　但考虑到劳动争议与民事争议的处理仍有细节上的不同，笔者在此做简要区分：劳动争议与民事
争议存在排他或竞合的关系。
　　（一）排他关系　　即一个纠纷不是劳动争议就是民事争议。
这突出表现在劳动合同、劳务合同及承揽合同的区别上。
从法律关系上考虑，劳动合同当事人之间存在的是劳动关系且具有一定人身依附性；而劳务合同与承
揽合同则是民事关系，不存在依附关系。
从主体上考虑，劳动合同是发生在用人单位与自然人之间的；而劳务合同与承揽合同则完全可以发生
在自然人与自然人之间。
最后，从合同义务角度考虑，例如提供劳动条件、保密等是劳动合同的主义务，但对于劳务合同及承
揽合同而言，准备工作条件或工具、保密等是合同的附随义务，并不是主义务。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特征的区别，基本上可以区分大量的劳动争议与民事争议。
但这种区别方式很大程度上是理论上的，实务操作中必然涉及举证的问题。
由于有关处理机关的倾向性不同，如有关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当事人的主张，那么争议就会被认定为劳
动争议或民事争议。
例如，没有明确承揽合同的劳务服务外包就有可能被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同时，在某些情况下某种
事实劳动关系也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劳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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