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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劳动争议调解案例解析及实务指引》是一部集合了典型案例分析、调解操作指引、劳动法律知识普
及于一体的法律知识科普书，又是一部劳动争议调解专业性的工具书。
本书通过对以往50个调解成功典型案例的剖析，归纳了劳动关系中容易出现的争议点，总结了调解工
作的技巧，是真正的“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第一手经验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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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案例解析
劳动关系建立
1.某公司的行为构成乙肝就业歧视吗？

2.录用通知书能随意撤销吗？

3.持他人身份证签订劳动合同，能受劳动法保护吗？

4.劳动者以欺诈手段订立的劳动合同有效吗？

5.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应当具备哪些条件？

6.劳动合同能依约定自动延续吗？

7.总公司以分公司名义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就能规避责任吗？

8.没有书面劳动合同，如何确定劳动关系？

9.保险公司与业务人员都属于劳动关系吗？

10.内退职工与新的用人单位建立的是劳务还是劳动关系？

劳动报酬
11.用人单位永远不能对劳动者调岗降薪吗？

12.计件工资制度下，加班费如何计算？

13.加班事实由谁来举证？

14.劳动者“自愿”加班，用人单位是否还需要支付加班费？

15.劳动者主张的提成工资能拿到吗？

16.劳动者年休假补偿应如何计算？

17.什么是同工同酬？

18.用人单位可否对劳动者随意适用综合工时制？

社会保险
19.职业病未达到伤残等级，劳动者有权享有工伤保险待遇吗？

20.工作期间违规操作受伤，是否属于工伤？

21.劳动者试用期三天就发生工伤事故，用人单位需要承担责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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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被派遣劳动者工伤赔偿责任由用人单位承担还是用工单位承担？

23.用人单位不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的约定有效吗？

劳务派遣
24.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有哪些区别？

25.劳动者在职期间违反竞业限制规定，应否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26.劳动者多次被派遣，经济补偿金能否连续计算？

27.劳务派遣中，用工单位能否随时将劳动者退回用人单位呢？

28.被派遣劳动者是否有权直接向用工单位索要拖欠的工资及加班费？

29.用工单位是否有权直接向劳动者主张竞业限制违约责任呢？

劳动关系解除
30.用人单位在试用期内就能随意解除劳动合同吗？

31.劳动者试用期内辞职，是否需向用人单位支付服务期违约金？

32.用人单位发生重大经营事项变更，劳动者不同意调岗，用人单位是否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33.劳动者在职期间，在其他单位兼职，用人单位能否解除劳动合同？

34.用人单位是否有权直接辞退不胜任工作的劳动者呢？

35.用人单位进行“经济性裁员”需要哪些条件？

36.签订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就能随意解除吗？

37.公司高管被免除职务后，劳动关系是否同时解除？

38.劳动者在医疗期内，劳动合同期满，用人单位能否终止合同？

规章制度及约定
39.“伤亡自负，公司概不负责”的条款有效吗？

40.劳动合同能够依约定而中止吗？

41.双方不能约定劳动合同的终止条件吗？

42.“末位淘汰制度”合法吗？

43.员工辞职，用人单位依合同约定扣押劳动者驾驶教练员从业资格证书的行为合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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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规章制度必须“合理”吗？

45.用人单位能依据规章制度变更劳动合同吗？

其他
46.北京户口值多少钱？

47.未及时转移档案造成损失，如何赔偿？

48.劳动者获得的经济补偿，是否需要交纳个人所得税？

49.哪种劳动争议纠纷适用一裁终局呢？

50.用人单位如何处理女职工怀孕期间休假问题呢？

第二编劳动争议调解指引
第一章北京市劳动争议调解联动机制运行概述
第一节北京市劳动争议调解联动机制建立的背景
第二节劳动争议调解中心制度设计
第三节北京市劳动争议调解中心运行情况
第二章劳动争议联动调解操作指引
第一节劳动争议联动调解原则
第二节劳动争议联动调解职能
第三节劳动争议联动调解流程
附录：劳动争议常用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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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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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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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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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本案是一起因劳动者提供虚假学历引发的纠纷，该案的争议焦点是徐某提供虚假学历的行为
，是否导致其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及解除劳动合同协议无效。
围绕争议焦点，公司主张，在应聘时，徐某提供了虚假学历，其行为构成了欺诈，公司因其欺诈行为
而与其签订的劳动合同以及解除劳动合同的协议理应无效。
因此，徐某应返还公司因此而支付的补偿金、工资并赔偿因此给公司造成的损失。
对于提供了虚假学历的事实，徐某并不否认，但徐某主张，公司看重的是其工作经历和人脉资源，并
没有学历要求。
且其在单位工作四年以来，其工作成绩也得到了相关领导的肯定，因此其工资也逐年上涨了。
但是根据徐某在《员工信息登记表》的教育履历栏目中填写的其在复旦大学分别学习信息和国际金融
专业且均获得学士文凭等内容，明显与事实不符。
学历是公司与徐某建立劳动关系的重要参考，这符合公司用人的常理。
依据《劳动合同法》第26条“下列劳动合同无效或者部分无效：（一）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
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二）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
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
”以及《劳动法》第18条“下列劳动合同无效：（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劳动合同；（二）采取
欺诈、威胁等手段订立的劳动合同。
无效的劳动合同，从订立的时候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
确认劳动合同部分无效的，如果不影响其余部分的效力，其余部分仍然有效”的规定，可以认定徐某
与公司的劳动合同无效。
徐某向公司提供了虚假的学历证明，构成欺诈，在此基础上双方订立的劳动合同，应属无效。
由于劳动合同的无效，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也为无效合同，徐某理应返还据此收取的补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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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劳动争议调解案例解析及实务指引》是中国第一本介绍劳动争议调解联运机制，交流劳动争议调解
技巧的专业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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