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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2007年《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相继出台，我国的劳动法学
研究也呈现出了由冷转热的趋势，劳动法学仿佛一夜之间也成了“显学”。
然而，和市场经济同处于转型期的我国的劳动关系，问题依然严重。
2006年以来劳动争议案件仍然呈现了快速上升的趋势，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全年各级劳动争议仲裁
委员会受理劳动争议案件44.7万件，比上年增长9.9%。
面对与日俱增的劳动争议案件，重新审视和改革我们的劳动争议处理立法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关
注的焦点。
2008年5月1日开始施行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本身就是对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一次重塑。
劳动关系反映的是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矛盾过程。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冲突和争议是这个关系自然衍生出来的结果。
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研究就是要寻找劳动争议合理而有效的解决路径和制度改进。
本书是在司法部“劳动争议处理法律制度研究”课题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该课题组由华东政法大学
董保华教授牵头，召集了一大批高校、劳动行政部门、司法系统和律师界的专业人士。
从调查研究到课题报告，再到形成40多万字的书稿，历经一年多的时间。
在课题进行期间，先后召开了“劳动争议处理法律制度国际研讨会暨上海法学家论坛”以及几次国内
小型的专家研讨会。
在书稿交付出版社之前，恰逢《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颁布。
所以，我们对书稿内容又进行了一些调整，增加了《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相关内容和评价分析。
全书以我国劳动争议处理的协商、调解、仲裁、诉讼法律制度的分析报告为线索，收集了海峡两岸劳
动法学者在劳动争议处理问题方面的多篇学术论文。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不仅使用了传统的法学分析方法对我国现存的劳动争议处理问题进行学理分析，
而且对搜集的大量劳动争议数据进行了整理和社会统计分析，形成了调研报告。
第一章对我国劳动争议处理制度进行了简单的介绍；第二章对我国劳动争议处理制度进行了理论分析
；第三章和第四章对我国的“协、调、裁、审”四个具体争议处理制度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第五章
收录了多个调研报告，是对现行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实证性分析。
随着市场化和全球化步伐的加快，用工方式日益多样化，劳动关系日趋复杂化，劳动争议案件逐年增
多。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劳动法研究的多元化对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起着铺路石的作用，只有基于现实分
析的理论研究才能把我们引向劳资双赢的结果。
而在现实中，我们每一次的制度性变革都应该充分考虑社会现实的客观变化，慎之又慎。
毕竟，“法律发展的重心在于社会本身”。
本课题组的组长为董保华，课题组成员包括：王建军、郭文龙、张宪民、马建军、李凌云、崔浩、周
开畅、巴琳、宋登科、纪冠男等。
全书由董保华、周开畅、李国庆负责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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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我国劳动争议处理的协商、调解、仲裁、诉讼法律制度的分析报告为线索，收集了海峡两岸劳
动法学者在劳动争议处理问题方面的多篇学术论文。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不仅使用了传统的法学分析方法对我国现存的劳动争议处理问题进行学理分析，
而且对搜集的大量劳动争议数据进行了整理和社会统计分析，形成了调研报告。
第一章对我国劳动争议处理制度进行了简单的介绍；第二章对我国劳动争议处理制度进行了理论分析
；第三章和第四章对我国的“协、调、裁、审”四个具体争议处理制度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第五章
收录了多个调研报告，是对现行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实证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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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董保华，1954年3月出生，1982年2月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现任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
国劳动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社会法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劳动学会劳动法专业委员会主任
委员，上海市法学会劳动法研究会总干事。
曾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论证和起草工作。
 
    自1987年开始从事劳动法学研究以来，公开发表有关劳动法律方面的论著500余万字。
公开发表论文约200篇，其中在法学、劳动科学方面国家级的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约100篇并有50多
篇论文获得司法部或上海市等有关部门评选的优秀论文奖，同时，还主持或参与10多项司法部或上海
市有关部门的研究课题，并多次获奖。
主要著作： 1.《劳动力派遣》。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十大热点事件透视劳动合同法》。
法律出版社 3.《劳动合同法的软着陆》，中国法制出版社 4.《最新劳动合同法案例解读》，法律出版
社 5.《社会法原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6.《劳动法精选案例六重透视》，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
社 7.《劳动合同研究》，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8.《社会保障的法学观》，北京大学出版社 9.《劳
动关系调整的法律机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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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劳动争议处理制度概述  劳动争议及劳动争议处理制度  劳动争议协商制度  劳动争议调解制度  
劳动争议仲裁制度  劳动争议诉讼制度第二章  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理论研究  “劳动争议处理法律制度研
究”课题纲要  论我国劳动争议处理立法的基本定位  论我国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的调整  劳动争议概念、
分类及程序适用研究  劳动争议监督机制综述  台湾地区劳资争议处理之法律规定与检讨  劳资争议处理
之自主解决与公的解决方式第三章  劳动争议协商与调解制度研究  做“实”协商——“劳动争议处理
法律制度研究”分报告之一  做“大”调解——“劳动争议处理法律制度研究”分报告之二  集体争议
处理制度研究  台湾地区劳资争议调解制度的观察与分析——实践与本质的辩证  美国劳资争议处理制
度中预防性调解之概念与措施第四章  劳动争议仲裁与诉讼制度研究  做“强”仲裁——“劳动争议处
理法律制度研究”分报告之三  做“精”诉讼——“劳动争议处理法律制度研究”分报告之四  《劳动
争议调解仲裁法》对法院劳动争议审判工作可能产生的影响  台湾地区劳资争议与仲裁制度之介绍与
检讨  劳动争议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第五章  劳动争议实证研究  我国各地劳动争议处理现状研究报告——
以上海、四川为例  中国法律维权行动：“醒悟”与法律：意识的发展  劳动关系多方协调机制研究—
—以上海市为例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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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委员之任期、待遇与身份保障劳动委员会之委员任期为两年，委员出缺时替补委员替补其剩余任期
，委员得连续任命之。
委员分为特别职与一般职，中劳委公益委员与地劳委之三方委员皆属于特别职，原则上只受领出席费
、与车马费等遂行职务之必要费用；中劳委之劳资双方委员属于一般职，得受领法定俸给予津贴。
现任委员与卸任委员皆有保守职务上机密之义务。
劳动委员会之委员如有身心障碍致无法执行职务、违反委员义务，或对其他委员有暴力行为者，得经
隶属之委员会同意罢免之。
另外，委员如有该当前述消极资格之情事者，亦同。
劳动委员会之委员排除公职者，一般皆由民间人士担任，特别是公益委员通常都是兼任职务，其制度
设计之用意在使公益委员不致恋栈其职，于处理劳资纠纷事务时，较不会受制于劳资委员与双方当事
人。
因此，中劳委与地劳委之公益委员中，约有六七成是大学教授与执业律师。
由此可知，在委员会之实际运作中，公益委员大多数属于法律专家，但此并非委员之资格要件，实际
上尚有多数其他专长者被选为公益委员，毕竟劳资纠纷之合理解决必须借由各种领域专家为广泛视野
之判断，从而，由劳动委员会之委员构成，亦可窥见其具有独特之专门性格。
各级劳动委员会皆置有处理会内事务之事务局，配置局长及若干职员。
职员之任命经委员会会长同意后，由厚生劳动大臣或各都道府县知事任命之。
由于委员属兼任职者居多，为顺利遂行委员会任务，事务局必须扮演重要辅助角色，因此事务局职员
之职量充实乃益见其重要性。
3.劳动委员会之权限与特色日本劳动委员会必须在公平超然立场下，致力于促进劳资双方自主解决纷
争，必要时尚得以强制力建立劳资双方之规范，因此其权限行使之独立性必须以法律保障之。
劳动委员会依据工会法及劳资争议处理法所赋予之权限独立行使职权，不受所辖区都道府县知事或厚
生劳动大臣之指挥命令，造就出其具有独立行政委员会之法性格。
依据工会法与劳资争议处理法规定，劳动委员会拥有资格审查、不当劳动行为审查、团体协约扩张适
用之决议、中劳委之再审查等权限。
由于各权限皆含有依证据认定事实与依所认定之事实适用法律等作用，因此使劳动委员会亦具有准司
法之性格。
以下针对劳动委员会之主要权限概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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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回顾2007年，可以说是劳动法的立法年。
如今，《劳动合同法》已实施4个月有余，《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也即将实施。
针对这两部法的制定，笔者也主编了两本著作。
本书可以说是另一本书《劳动合同研究》的姐妹篇。
2005年初，我国有关部门开始起草《劳动合同法》，笔者将自己的想法写成了50多万字的学术著作，
并于2005年10月公开出版。
①2006年3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在一片赞扬声中，
笔者对劳动合同法草案提出了全面的批评，并在第一时间以书面形式向人大递交了长篇意见。
笔者认为，中国的劳动者应当做分层的认识，《劳动合同法（草案）》实行的是一种高标准、窄覆盖
．对已经受到比较充分保护的上层或较为上层的员工，是锦上添花；但中国需要的是低标准、广覆盖
、严执法，加强最弱势员工的保护，实现雪中送炭。
这一书面意见后被媒体称为万言书②，并由此拉开了劳动合同法大讨论的序幕。
由此也开始了笔者一段重要的人生经历，可以说是一段从“自圆其说”到“自讨没趣”的经历。
自圆其说，是笔者作为一个学者的自我追求。
笔者在《劳动合同研究》一书中公开发表了这一观点：“劳动法的繁荣，应建立在尊重本土化和国际
化基础之上的学术创新。
只有创造性劳动才是振兴劳动法的根本出路。
然而，与制度创新一样，学术创新也会有成败，问题是法学研究应当如何定成败。
”“学者的任务只是自圆其说，选择是立法者的事。
制度创新过程固然不会有‘逆我者亡’，但却可能会有‘顺我者昌’，立法活动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
的限制，立法机关选择也存在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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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劳动争议处理法律制度研究》课题组的组长为董保华，课题组成员包括：王建军、郭文龙、张宪民
、马建军、李凌云、崔浩、周开畅、巴琳、宋登科、纪冠男等。
全书由董保华、周开畅、李国庆负责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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