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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国际经济交往日趋频繁，竞争不断加
剧，国内社会结构调整、新旧体制交替进一步加快，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矛盾和各种利益冲突也
逐渐显现，由此引发的各种矛盾纠纷，呈现出日益复杂、多样化的趋势。
通过司法途径，正确运用法律手段，解决这些社会矛盾和冲突，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改革开放，是人
民法院所承担的重大使命与光荣职责。
立案工作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法院审理裁决案件的前提和基础，是审判活动
的第一关，没有立案工作，就不可能存在案件的审理和裁决。
立案庭既是重要的审判业务庭，又是人民法院与群众和社会各界联系的桥梁和纽带，是人民法院的“
对外窗口”和“形象工程”。
做好立案工作，事关法院工作的全局。
　　对于广大群众而言，到法院立案是他们将纠纷诉至法院请求司法救济的必由之路。
申请手续是否符合程序规定，提供材料是否达到立案标准，选择法院是否符合有关管辖规定等等问题
，既直接关系到诉讼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也直接关系到当事人自身合法权益能否得到司法机关的有
力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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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准确把握法院立案的标准，切实掌握立案的关键与技巧，既是推进立案工作专业化、规范化、科
学化的必然要求，更是广大群众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客观需要。
《劳动案件立案标准》旨在帮助立案法官、劳动仲裁员、律师以及当事人掌握劳动案件的立案标准、
立案关键以及立案技巧，对劳动案件立案时遇到的案由、管辖、当事人、起诉审查等法律问题进行深
入浅出的解读和剖析，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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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劳动纠纷及其处理程序概述第一节 劳动纠纷概述第二节 我国劳动纠纷处理制度概况及其法律
适用第二章 劳动合同纠纷的立案标准第一节 劳动合同纠纷概述第二节 劳动合同纠纷立案的标准与关
键第三节 劳动合同纠纷立案的技巧第四节 劳动合同纠纷立案典型案例第三章 集体合同纠纷的立案标
准第一节 集体合同纠纷概述第二节 集体合同纠纷立案的标准与关键第三节 集体合同纠纷立案的技巧
第四节 集体合同纠纷立案典型案例第四章 劳动报酬纠纷的立案标准第一节 劳动报酬纠纷概述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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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劳动保险纠纷的立案标准第一节 劳动保险纠纷概述第二节 劳动保险纠纷立案的标准与关键第
三节 劳动保险纠纷立案的技巧第四节 劳动保险纠纷立案典型案例第六章 事实劳动关系纠纷的立案标
准第一节 事实劳动关系纠纷概述第二节 事实劳动关系纠纷立案的标准与关键第三节 事实劳动关系纠
纷立案技巧第四节 事实劳动纠纷立案典型案例第七章 劳务合同纠纷的立案标准第一节 劳务合同纠纷
概述第二节 劳务合同纠纷立案标准与关键第三节 劳务合同纠纷立案技巧第四节 劳务合同纠纷立案典
型案例第八章 工伤事故纠纷的立案标准第一节 工伤事故纠纷概述第二节 工伤事故纠纷立案的标准与
关键第三节 工伤事故纠纷立案的技巧第四节 工伤事故纠纷立案典型案例附录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
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的通知（1997年4月21日）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
的暂行规定诉讼费用交纳办法（2006年12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1993年7
月6日）劳动部关于印发《若干问题解释》的通知（1993年9月23日）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
争议处理条例》若干问题解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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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2007年12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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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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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劳动关系是国家劳动行政管理机关监督各类企业执行国家劳动法律法规，从而实现以保护劳动者
合法权益为主的一种非直接利害关系的监督关系。
国家劳动行政管理机关与各类企业、劳动者之间不具有直接的行政法律关系。
　　3．发生纠纷后申诉的机关不同　　由于多年来我国体制的影响，凡属于人事部门下达人事编制
，受其管理的是干部；凡属于劳动部门职能范围内的单位的职工均为工人。
企业与职工之间是完全的劳动合同关系，即劳动用工关系。
发生劳动纠纷只能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诉。
事业单位中的人员情形比企业复杂，其中有国家事业单位干部（具有人事编制的人员）、有聘用制干
部（有称合同制干部，社保机构认为，这类干部应当与工人一样参加养老保险，实质上就是工人，类
似于国营企业改革前的以工代干的情形。
但聘用制干部仍是人事部门下达了编制的人员）、有事业单位聘用人员、固定工、临时工等类别，这
些人员与事业单位之间的关系由不同的合同关系所联系，其工资待遇、分配制度也有所不同，这也产
生了不同的用人法律关系。
发生纠纷后，一般是具有人事编制的人员方可到人事纠纷仲裁委进行申诉（但目前已不是单一的这种
情形），其他人员应作为劳动合同关系或视为劳动合同关系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4．体现的社会关系不同　　劳动纠纷解决的是由劳动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劳动关系，而人事纠纷
解决的是人事政策文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部分人事用人及其他关系。
在事业单位中存在着内部行政处分纠纷，而企业中一般表现为劳动关系，而不表现为企业内部行政关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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