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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过一年多艰苦的资料收集、研讨与撰写工作，本书终于在上海世博会召开期间付梓。
上海世博会是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博览会，是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一次难得的机遇。
作为劳动关系领域的研究者，我们关注的目光，不应仅仅停留在普通人的普通行为规范是否体现了中
华文明的风范，我们更加注重的是在劳动关系、劳动用工领域的文明程度、文明水平。
2008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正式开始实施，因为劳动合同法的诸多条款、规定与
原有的劳动法以及许多的地方法规多有冲突与不一致之处，这一方面迫使企业的管理层必须改变观念
、转变方法、调整思路，才能适应《劳动合同法》的要求。
但是这一转变过程对于很多的管理者来说是不情愿的过程，是利益损失的过程，因此他们多多少少在
抵制着这个过程。
但另一方面，劳动者的维权意识，因为劳动合同法草案的全国大讨论，因为《劳动合同法》颁布后的
劳动行政部门和工会的大力宣传，因为媒体的铺天盖地的报道，有了极大的提高。
不过，这种维权意识的提高，在对《劳动合同法》的理解中，有正确的理解，也有错误的理解。
这两个方面激烈的碰撞，导致的结果就是劳动争议仲裁、诉讼案件的井喷，如上海各区县的劳动争议
仲裁办公场所门庭若市，劳动争议仲裁庭的案件堆积如山，很多案件从受理到开庭甚至需要半年以上
。
但是，是否所有劳动争议都一定需要对簿公堂？
我们觉得未必。
如果我们的企业管理层能够更多地了解相关的法律规定，充分知悉劳动争议败诉的法律风险，做好事
先的防范措施，也许我们就不会看到那么多的劳动争议案件。
来自劳动争议仲裁部门的数据显示，80％的案件是用人单位（多是企业）败诉。
同时，如果我们的劳动者能够对劳动法律有更多的了解，则可以更加充分全面地维护自己的劳动权力
与利益，可以增加对于劳动法律的正确理解，减少对于劳动法律的误解，避免劳动争议败诉的情况出
现，可以更加有效地节省自己的时间与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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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8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正式开始实施，因为劳动合同法的诸多条款、规定与
原有的劳动法以及许多的地方法规多有冲突与不一致之处，这一方面迫使企业的管理层必须改变观念
、转变方法、调整思路，才能适应《劳动合同法》的要求，这种维权意识的提高，在对《劳动合同法
》的理解中，有正确的理解，也有错误的理解。
这两个方面激烈的碰撞，导致的结果就是劳动争议仲裁、诉讼案件的井喷，为此，编者编写了本书。
全书介绍了劳动关系确立纠纷、劳动合同纠纷、劳动报酬纠纷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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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劳动关系确立纠纷  第一节 雇佣关系纠纷    案例一 如何区别事实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    案例二 
雇员权利受损，如何确认各方责任    案例三 邓小姐与公司是否形成劳动关系    案例四 以公司名义招用
，劳动关系应成立    案例五 境外公司派驻，他们之间是雇佣关系还是劳动关系  第二节 事实劳动关系
纠纷    案例一 未签订劳动合同，企业应否承担责任    案例二 人事经理未签订劳动合同，是否可获得二
倍工资    案例三 承包人招用人员，未签劳动合同如何处理    案例四 “合同过期”，发生劳动争议如何
处理    案例五 应签未签劳动合同，经济补偿如何算    案例六 事实劳动关系的二倍工资是否成立第二章 
劳动合同纠纷  第一节 劳动合同订立纠纷    案例一 欺诈订立的劳动合同无效    案例二 试用期转正是否
需要PK    案例三 只单独约定试用期合同是否有效    案例四 试用期可否延长    案例五 调整岗位后可否重
新约定试用期    案例六 连签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后，是否应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    案例七 “连续工
作满十年”是否包含《劳动合同法》施行前的年限    案例八 电邮往来是否构成劳动合同    案例九 劳动
合同被宣布无效，是否应支付二倍工资  第二节 劳动合同的履行与变更纠纷    案例一 劳动合同主体什
么情况下可以变更    案例二 单位能否变更工作岗位    案例三 劳动合同可否约定变更终止期限    案例四 
默认履行可否视为“协商一致    案例五 企业合并后原劳动合同继续有效  第三节 劳动合同解除纠纷    
案例一 程序颠倒，公司如此解雇是否有效    案例二 职工兼职被解除合同，是否有效    案例三 试用期考
试不合格，合同能否被解除    案例四 口头解雇，单位应否承担责任    案例五 女职工“未婚先孕”，公
司是否可以解除她的劳动合同    案例六 协商一致解除，协议约定需谨慎    案例七 解除合同与提前通知 
  案例八 工伤未达伤残等级，单位可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案例九 用人单位办理退工手续的法定责任   
案例十 错填婚姻状况是否构成欺诈  第四节 劳动合同终止纠纷    案例一 公司可否要求李女士办退休    
案例二 合同是法定顺延还是约定续延    案例三 因法定顺延导致劳动者工作满十年，单位可否终止劳动
合同    案例四 劳动者拒绝续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可否依法终止    案例五 医疗期内，单位能否终止劳
动关系    案例六 妇女在怀孕期内企业不能终止其劳动合同    案例七 未做离岗前身体健康检查，合同可
否终止    案例八 降薪续签遭拒绝，单位应否付补偿金第三章 劳动报酬纠纷  第一节工资确认纠纷    案
例一 工资标准应以哪份合同为准    案例二 工资该由谁来承担    案例三 员工提出辞职，单位可否免职降
薪    案例四 拒绝竞聘终待岗，讨要工资可有依据    案例五 因过失给单位造成损失，如何赔付    案例六 
拒付销售提成，单位依据是否合理  第二节 加班费纠纷    案例一 要求加班费能否获得支持    案例二 企
业制度如此规定加班程序是否有效    案例三 实行计件工资制，是否有加班工资    案例四 值班和加班有
什么区别    案例五 加班工资计算基数，能否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第三节 病假工资纠纷    案例一 从病假
工资看规章制度效力    案例二 未到指定医院就诊，病假可否不予认可    案例三 病假工资怎么定  第四
节 女职工“三期”期间工资纠纷    案例一 外来女职工产假期间，工资如何发放    案例二 单位可否对孕
期女职工调岗调薪    案例三 女职工要请产前假，工资应该怎么发  第五节 年终奖纠纷    案例一 离职员
工是否应得年终奖    案例二 年终绩效奖可否因缺勤扣发    案例三 是否该得到“十三月薪    案例四 新进
职工当年能否领取年终奖第四章 工伤保险纠纷  第一节 工伤认定纠纷    案例一 非必经回家路途中发生
的机动车事故伤害能否认定为工伤    案例二 工作时间未请假提前下班，发生机动车事故能否认定为工
伤    案例三 上下班途中发生的非机动车事故伤害能否认定为工伤    案例四 下班途中发生车祸，无证驾
驶能否算工伤  第二节 工伤待遇纠纷    案例一 工伤六级无合适岗位，企业应否支付伤残津贴    案例二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伤残就业补助金是否该获得    案例三 替夫上班，能否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案
例四 认定前的补偿是否是工伤待遇第五章 劳动仲裁与诉讼纠纷    案例一 单位处分是否属于劳动争议
处理范围    案例二 非正规就业组织是否属于《劳动合同法》的调整范围    案例三 多个仲裁委有管辖权
，究竟该由谁来管    案例四 劳动仲裁可否撤销第六章 特殊用工纠纷  第一节 劳务派遣纠纷    案例一 员
工因工伤死亡，用人单位与  派遣公司如何承担责任    案例二 如此解除劳务派遣关系，劳动者能否讨
要补偿金    案例三 劳务派遣公司收取员工中介费是否合法    案例四 签劳务派遣合同，停工期间应否给
生活费  第二节 非全日制用工纠纷    案例一 什么是非全日制用工    案例二 非全日制用工是否可以不签
书面劳动合同    案例三 非全日制用工是否可以约定试用期    案例四 非全日制用工是否可以与多家单位
建立劳动关系    案例五 解除劳动关系是否需支付经济补偿金    案例六 非全日制用工合同可随时终止吗 
第三节 特殊劳动关系纠纷    案例一 退休返聘人员有无病假工资    案例二 退休人员在现工作单位发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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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是否属于工伤第七章 其他  第一节服务期纠纷    案例一 参加展会，可否约定服务期    案例二 单位
帮助落户，能否约定服务期    案例三 如何界定专业技术培训    案例四 劳动合同期限届满还需继续“服
役”吗  第二节 保密及竞业限制纠纷    案例一 “清洁工”被判支付竞业限制违约金    案例二 保密费能
不能代替竞业限制补偿金    案例三 对于辞职的员工可否调岗“脱密    案例四 单位不支付竞业限制补偿
金，劳动者的竞业限制义务是否可免除  第三节 带薪年休假纠纷    案例一 员工离职，未休年休假补偿
如何算    案例二 有合同约定，可否享受15天的带薪年假    案例三 职工未提过休假申请，公司可否不安
排休假    案例四 申请跨年享受年休假，企业应否批准附录  附录一 基本名词解释  附录二 劳动关系管理
与福利保险待遇速查  附录三 相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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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由此可知，只要办理相应工商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均属于个体经济组织范畴，即《劳动法》和
《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用人单位，其与雇工之间即便是未签订任何合同，也属于事实劳动关系。
而非个体雇佣关系。
本案例中吴某属于办理了工商登记、取得营业执照的个体工商户，其与雇工闵某、陈某之间虽然没有
签订劳动用工合同，但属于事实劳动关系，不属于个体雇佣，应属于单位劳动用工。
二、闵某、陈某是否只能按照工伤相关法律规定受偿在工伤案件中，存在与一般人身损害法律关系竞
合及法律责任竞合的情况，如同一用工单位的甲雇工在履行职责的时候，过失造成同样在履行职责的
乙雇员人身损害，这里既有工伤赔偿，适用工伤方面的法律法规，又有侵权损害赔偿，适用一般人身
损害赔偿法律法规。
如果是单位之外的第三者实施的侵权行为，造成用人单位履行职责的雇工人身受损，则存在法律关系
的竞合而责任主体不竞合。
对于工伤和一般人身侵权损害竞合之下如何处置的问题，有以下几种模式：（1）取代模式。
即雇员遭受工伤事故后，雇员只能请求工伤给付，不得依据侵权行为法的规定，向加害人请求侵权损
害赔偿。
不排除用人单位或工伤保险机构承担赔偿后向加害人追偿。
（2）择一模式。
即受害雇员可在侵权行为损害赔偿与工伤给付之间，选择其中之一。
（3）兼得模式。
指允许受害雇员接受侵权行为法上的赔偿救济，同时接受工伤给付，即获得双份利益。
（4）补充模式。
受害雇工对于侵权损害赔偿和工伤均可主张，但全部所得不得超过其实际所受损害。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劳动合同法案例精解与评析>>

编辑推荐

《劳动合同法案例精解与评析》是由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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