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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不可不知的劳动法：300个劳动维权法律常识速查全集》通过具体案例来解析《劳动法》、《劳
动合同法》、《工伤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既便于一般初学者学习劳动法律法规知识，也可以帮助
有需要的劳动者及时、有效地维权，更可以让劳动领域的法律工作者拓宽办案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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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靓，男，汉族，1971年1月出生，江西于都人，法学硕士，广东省法学会劳动关系研究会理事、
民建广东省委经济工作委员会委员，现供职于广东省某省级报社。
曾分别以“劳顾问”、“法援”等笔名在媒体上开辟了《维权路路通》、《以案说法》、《疑难解答
》、《律师信箱》等多个劳动保障普法栏目。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不可不知的劳动法>>

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以案说法一、劳动合同1.事业单位用工也应签劳动合同2.不懂签合同可找工会帮助3.招用员工
必须签书面劳动合同4.劳动合同只有公司印章是否合法有效5.建立劳动关系前双方都应有告知义务6.用
人单位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7.签劳动合同必须双方协商一致8.劳动合同内容含法定内容和商定内
容9.免除法定责任的劳动合同无效10.变更后的劳动合同文本由双方各执一份11.第二次续签可要求订长
期劳动合同12.不签合同超过一年可视为“长期工”13.劳动合同不给员工会受罚14.短期劳动合同不能
规避经济补偿责任15.就业协议不是劳动合同16.劳动者对劳动合同变更有异议可先不到岗17.《承包合
同》含有工资福利可认定为劳动合同18.劳动合同约定工资含社保费无效19.劳务合同有时也是劳动合
同20.承揽关系不是劳动关系21.国家规范性文件与地方政府规章效力谁高22.财务岗位不一定是“干部
岗位” 23.谨防人事经理盗走自己合同后索赔24.事业单位门卫受《劳动法》调整25，实习纠纷不属劳
动争议26.单独签试用合同违法27.学生兼职不受最低工资标准限制28.劳动合同找人代签有风险29.终止
劳动合同应依法履行法定手续30.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无效37.定向服务协议可视为劳
动合同的补充二、经济补偿1.“N +1”是经济补偿的“法定标准”吗2.劳动者被诱辞职，单位要给补
偿金3.支付经济补偿金也不能随意炒人4.什么情况下经济补偿不需分段计算5.什么情况下经济补偿年限
需分段计算6.什么情况下经济补偿基数和年限都需分段计算7.违法解除终止经济补偿有何特殊规定8.劳
动合同终止经济补偿从几时算起9.什么情况下劳动者主动辞职也需支付经济补偿10.经工作调动后解除
劳动合同，经济补偿年限是否累计11.劳动者不随工厂搬迁有否经济补偿12.超龄“服役”被炒能否获经
济补偿13.劳动者作证被打击报复被迫辞职企业要赔偿三、工资1.如何理解同工不同酬2.小费在什么情
况下属于工资范畴⋯⋯第二部分 法律法规解读第三部分 维权要点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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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举证的概念　　举证就是拿出、出示证据，或者说拿出证据来证明某种事情、情况，是诉
讼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二）举证责任的概念　　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义务，并
有运用该证据证明主张的案件事实成立或有利于自己的主张的责任，否则将承担其主张不能成立的危
险。
　　（三）举证责任倒置的概念及适用　　举证责任倒置指基于法律规定将本应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
事人就某种事实负担的举证责任，转由他方当事人就该种事实存在或不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如果该方
当事人不能就此举证，则推定对方的事实主张成立的一种举证责任分配制度。
　　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
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另外，在认定事实劳动关系时，因未签订劳动合同导致的下列举证，由用人单位举证：（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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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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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勤记录。
　　（四）主要适用法律法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五）发生劳
动纠纷可采用的证据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
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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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释[2001]14号）第十三条规定
，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
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劳动者通过劳动保障监察、劳动争议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或者申请工
伤认定、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等，都需要提供证明自己主张或案件事实的证据。
如果劳动者不能提供有关证据，可能会影响自身权益。
因此，劳动者在平时的工作中，应该注意保留有关证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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