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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的生命在于适用，而案例是法律适用的结果。
因此，案例为我们理解法律打开了一扇窗户，使抽象的法律以鲜活的面孔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通过学习案例，我们可以知道，法律语言如何成为我们的生活语言，从而更好地理解立法的精神实质
；通过学习案例，我们可以知道，如果类似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应该怎样恰当处理与应对；通过
学习案例，我们可以知道，当权益正在受到侵犯时，可以用哪些法条去维护权益；通过学习案例，我
们可以知道，别人是怎样吃亏上当的，应该如何提高警惕、加强防范⋯⋯    我社一直致力于出版适合
大众需求的实用法律图书，近年来先后推出了配套规定系列、实用版系列等一大批适合大众学习、应
用的法律图书，颇受读者好评。
在总结这些法律图书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我们选择事关百姓切身利益的热点法律法规，精心挑选案例
，针对法条适用中的重点和难点，编辑出版了“法律法规案例应用丛书”。
本丛书具有以下特点：    1．“案例解读”——用大量生动真实的案例来解读法律，帮助读者深刻领会
条文精神，更好地运用法律维护权益。
    2．“应用提示”——对重点法条和难点问题做了专业提示，帮助读者理解条文含义和准确运用法律
。
    3．“相关规定”——列举了与主法条相关的法条，并且在主体法律文件之后收录了重要的配套规定
，便于读者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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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代理有效　　第二十五条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或近亲属参加仲裁的情形】　　  案例30　妻
子替因工死亡的丈夫讨回工伤保险待遇　　第二十六条  【仲裁公开原则及例外】　　  案例31  当事人
可以协议仲裁不公开　第二节　申请和受理　　第二十七条  【仲裁时效】　    案例32　仲裁时效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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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33　仲裁时效中断后重新起算　    案例34　仲裁时效中止，中止情形消失后时效继续计算　  
第二十八条  【申请仲裁的形式】　    案例35　仲裁申请书的形式与格式　  第二十九条  【仲裁的受理
】　    案例36　劳动仲裁逾期受理，员工可以向法院起诉　  第三十条  【被申请人答辩书】　    案例37
　被申请人未递交答辩书，不影响仲裁程序’进行  第三节　开庭和裁决  　第三十一条  【仲裁庭】　
   案例38　仲裁庭一定要由多人组成吗？
　  第三十二条  【通知仲裁庭的组成情况】　    案例39　当事人享有仲裁庭组成人员知情权　  第三十
三条  【回避】　    案例40　申诉人可依法申请仲裁员回避 　 第三十四条  【仲裁员承担责任的情形】  
　  案例41　仲裁员渎职行为应予追究  　第三十五条  【开庭通知及延期】     　 案例42　延期开庭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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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理由　  第三十六条  【申请人、被申请人无故不到庭或中途退庭】  　    案例43　无正当理由拒不
到庭的，可以缺席裁决　  第三十七条  【鉴定】  　    案例44　仲裁庭可以指定鉴定人　  第三十八条  
【质证和辩论】  　    案例45　当事人有质证和辩论的权利　  第三十九条  【举证】  　    案例46　超过
时限仍不举证的，应承担不利后果　  第四十条  【开庭笔录】  　    案例47　当事人认为开庭笔录有遗
漏的，有权申请补正  　第四十一条  【申请仲裁后自行和解】  　    案例48　当事人自行和解，法律允
许撤诉　  第四十二条  【先行调解】  　    案例49　仲裁委制作的调解协议签收后不准反悔　  第四十三
条  【仲裁案件审理期限】  　    案例50　仲裁庭裁决案件应遵循审限规定　  第四十四条  【可以裁决先
予执行的案件】  　    案例51　哪些案件可以适用先予执行？
  　  第四十五条  【作出裁决意见】  　    案例52　仲裁员意见不一致时如何裁决？
  　  第四十六条  【裁决书】  　    案例53　裁决书能否不陈述争议事实和裁决理由？
　  第四十七条  【一裁终局的案件】  　    案例54　哪些案件可以“一裁终局”？
  　  第四十八条  【劳动者不服一裁终局案件的裁决提起诉讼的期限】  　    案例55　员工在“一裁终局
”后仍能起诉？
　  第四十九条  【用人单位不服一裁终局案件的裁决可诉请撤销的条件】  　    案例56　用人单位不服
一裁终局案件能否申请撤销？
  　  第五十条  【其他不服仲裁裁决提起诉讼的期限】    　  案例57　裁决书自何时开始生效？
  　  第五十一条  【生效调解书、裁决书的执行】  　    案例58　裁决书如何申请执行？
  第四章　附则  　第五十二条  【人事争议处理的法律适用】  　　    案例59　人事争议是否适用《劳动
争议调解仲裁法》？
　  第五十三条  【劳动争议仲裁不收费】  　    案例60　劳动争议仲裁不收费　  第五十四条  【实施日
期】  　    案例61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有无溯及力？
  附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1994年7月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2007年6月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2008年9月18日）　最低工资规定    （2004．年1月20日）　
关于职工全年月平均工作时间和工资折算问题的通知    （21008年1月3日）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    
（21007年12月14日）　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    （2007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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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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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06年8月14日）　劳动合同争议调解申请书（参考文本）  　劳动合
同争议仲裁申请书（参考文本）  　劳动合同争议起诉状（参考文本）  　劳动合同诉讼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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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立法目的】　　应用提示　　劳动争议，也称“劳动纠纷”、“劳
资争议”，是指劳动关系当事人之间在执行劳动方面的法律法规和劳动合同、集体合同的过程中，就
劳动权利义务发生分歧而引起的争议。
劳动争议不同于一般的民事争议，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管理和被管理关系，
而且劳动关系还涉及执行劳动法规等多方面的关系，如各种社会保险、劳动保护等等，而不限于单纯
的民事关系。
　　劳动争议的特点是：第一，劳动争议的主体是劳动关系双方，即发生在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
二者之间形成了劳动关系，因而所发生的争议称为劳动争议；第二，劳动争议必须是因为执行劳动法
律、法规或者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而引起的争议。
有的争议虽然发生在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但也可能不属于劳动争议。
如劳动者一方因为与用人单位发生买卖合同方面的纠纷，其争议的内容不涉及劳动合同和其他执行劳
动法规方面的问题，因而属于民事纠纷，而不是劳动争议。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立法的目的，可以归纳如下：　　其一，公正及时解决劳动争议。
即：依据事实和法律，公道正确解决劳动争议，按照法定的时间和程序及时解决劳动争议。
这里的公正解决是指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处理劳动争议，既不偏向用人单位，也不无原则
地倒向劳动者。
　　其二，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劳动争议的当事人一方是用人单位，一方是劳动者，通过公正及时解决他们之间的劳动争议，保护当
事人依法享有的劳动权利和应得的劳动利益。
包括：保护用人单位依法管理劳动的权利；保护劳动者依《劳动法》第3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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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三，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劳动关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内容。
劳动争议是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劳动者和与之建立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之间，因劳动权利义务问
题发生的纠纷。
劳动争议涉及的劳动权利义务问题涉及到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如果处理得不妥当、不及时，就会影响
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
本条规定“为了公正及时解决劳动争议，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制定本法”
，从而明确了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是制定《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目的。
　　案例解读　　案例1：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基本情况是怎样的？
　　陈启明是广东省某地级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
一天，他参加老同学聚会，老同学刘刚得知他在市劳动争议仲裁委会工作后，十分感兴趣，一定要他
介绍一下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及劳动争议解决的相关情况。
陈启明不知从何说起，于是对刘刚讲：“这样吧，我先给你介绍一下什么叫劳动争议及劳动争议处理
的基本制度吧。
”于是，陈启明结合最新实施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介绍了劳动争议调解制度。
听陈启明讲了大半天，刘刚总算对这个问题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也清楚了劳动争议制度发展的基本
情况。
　　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就是国家通过劳动立法的形式，将劳动争议处理机构、处理原则、处理程序
、受案范围等确定下来，用以处理相关劳动纠纷的一项法律制度。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法治建设的不断进步，劳动争议处理工作也被提到了相当的制度高度
。
1986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认真执行改革劳动制度几个规定的通知》中，要求各地区要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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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注意做好劳动争议处理工作。
同年7月，国务院在《关于发布改革劳动制度四个暂行规定的通知》中进一步提出，要加强劳动人事
部门的组织建设，相应地建立劳动争议仲裁机构。
根据上述文件精神，1987年7月31日，国务院发布了《国营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暂行规定》，使中断30年
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得以恢复。
　　在认真总结六年来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国务院于1993年7月6日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
动争议处理条例》。
1994年7月5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8次会议通过、1995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法》第十章“劳动争议”对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做了专章规定。
2007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这标志着我国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补充。
　　第二条【适用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下列劳动争议，适用本法
：　　（一）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　　（二）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发
生的争议：　　（三）因除名、辞退和辞职、离职发生的争议：　　（四）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
社会保险、福利、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　　（五）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
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争议。
　　应用提示　　1．本法适用于哪些劳动争议事项的处理？
　　（1）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
　　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提供有报酬的劳动而产
生的权利义务关系。
因确认劳动关系是否存在而产生的争议属于劳动争议，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在实践中，一些用人单位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一旦发生纠纷，劳动者往往因为拿不出劳动合同
这一确定劳动关系存在的凭证而难以维权。
为了更好地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将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纳入了劳
动争议处理范围，劳动者可以就确认劳动关系是否存在这一事由，依法向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机构申请
权利救济。
　　（2）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
　　劳动合同，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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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劳动关系，涉及到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的全过程。
对于在这一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发生的争议，都可以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来解决。
　　（3）因除名、辞退和辞职、离职发生的争议。
　　这一类劳动争议是由于解除和终止劳动关系而引发的争议。
所谓除名，根据《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的规定，是指职工无正当理由经常旷工，经批评教育无效，连
续旷工时间超过十五天，或者一年以内累计旷工时间超过三十天的，企业有权予以除名。
所谓辞退，是指用人单位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解除与其工作人员的工作关系。
所谓辞职，是指劳动者根据本人的意愿，辞去所担任的职务，解除与所在单位的工作关系的行为。
离职是指劳动者根据本人意愿，自动解除与所在单位的劳动关系的行为。
因除名、辞退和辞职、离职发生的争议涉及解除和终止劳动关系，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4）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福利、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
　　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发生的争议，主要涉及用人单位规定的工作时间是否符合有关法律的规定
，劳动者是否能够享受到国家的法定节假日和带薪休假的权利等而引起的争议。
因社会保险发生的劳动争议，主要涉及用人单位是否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为劳动者缴纳养老、
工伤、医疗、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费用而引起的争议。
因福利、培训发生的劳动争议，主要涉及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订立的劳动合同中规定的有关福利待遇
、培训等约定事项的履行而产生的争议。
因劳动保护发生的劳动争议，主要涉及用人单位是否为劳动者提供符合法律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
等标准而产生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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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
　　经济补偿，是指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时，应给予劳动者的
补偿。
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动者因用人单位的过错而单方提出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或者
用人单位因为劳动者存在过错之外的原因而单方决定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或者用人单位提出动
议，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
同时，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终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或者企业破产、被责令关闭、吊销执照、提前解散
等情形时，也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赔偿金，是指根据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的赔偿金和劳动者应当向
用人单位支付的赔偿金。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争议。
　　这是一项兜底的规定。
除了上述劳动争议事项外，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地方性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争议，也要纳入《劳动争
议调解仲裁法》的调整范围。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84条第2款规定，因履行集体合同发生争议，当事人协商解决不成
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人民法院起诉讼。
因此，发生履行集体合同的争议的处理，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2．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从而发生争议，如何认定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
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
“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职工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
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
其中，（一）、（三）、（四）项的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3．“辞退职工”是否包括因违纪被辞退的职工？
本法所称的“辞退职工”既包括因违纪被企业辞退的职工，也包括国家和地方劳动法规规定的因其他
原因予以辞退的职工。
　　4．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内发生劳动争议，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是否受理？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内发生劳动争议，在存在合同关系且争议标的属于劳动争议受案
范围的情况下，争议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仲裁，劳动仲裁委员会应当受理。
　　5．职工与用人单位之间就落实国家有关人事政策发生的争议，是否属于劳动争议受案范围？
　　不属于。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依法不予受理。
6．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引发争议的，能否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能。
劳动者可向有管辖权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案例解读　　案例2：哪些劳动争议可以向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小李2007年6月进入上海某物流公司做仓库装卸工，与公司签订了为期一年的劳动合同。
因为公司业务繁忙，小李工作基本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有时，值班经理一个电话，哪怕是半夜三
更他必须迅速赶到仓库开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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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案例应用版)》具有以下特点：案例解读：用大量生动真
实的案例来解读法律，帮助读者深刻领会条文精神，更好地运用法律维护权益。
　　应用提示：对重点法条和难点问题做了专业提示，帮助读者理解条文含义和准确运用法律。
　　相关规定：列举与主法条相关的法条，并且在主体法律文件之后收录了重要的配套规定，便于读
者查找。
　　附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最低工资规定；职低工资规定；职工带薪年休假条假；劳动合同争议起诉状（参考文本）；劳动合
同诉讼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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