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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类案裁判规则与法律适用丛书》强调的是裁判规则的理解与适用，侧重于从弥补法律漏洞以及
实务中如何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为出发点，编写体例不同于传统的案例类图书编写方式。
　　《劳动争议类案裁判规则与法律适用》为其中之一的分册，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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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劳动争议案件的受理范围一、因就业歧视（目前仅限于疾病歧视）引发的劳动争议应当受理—
—高轶明诉北京比德创展通讯技术有限公司就业歧视争议案二、确认劳动关系争议应当纳入劳动争议
的范围——平阴鲁西化工第三化肥厂有限公司诉翟春清确认劳动关系争议案三、非法劳动用工发生的
争议应当纳入劳动争议案件的范围——傅水源诉某纸板厂出资人王某工伤赔偿争议案四、《劳动法》
实施之前建立的劳动用工关系，一般不宜作为劳动争议案件受理——范荣娟等12497人诉中国石化集团
胜利石油管理局保险待遇争议案五、劳动者要求同工同酬发生的争议一般不宜作为劳动争议案件受理
——神华精煤运销公司诉赵文斌等17人请求按同工同酬补发工资报酬争议案六、因人事档案关系转移
手续发生的争议应当作为劳动争议案件受理——欧某诉某汽车出租公司办理档案转移手续争议案七、
劳动者不履行保密义务或者竞业限制协议发生的争议应根据当事人的诉因确定是否属于劳动争议的受
案范围——山东迈英德化学有限公司诉赵守元、吉化集团公司侵犯商业秘密争议案八、个体工匠与学
徒之间发生的争议不属于劳动争议的范围——叶某诉戴某、陈某人身损害赔偿争议案法律指引相关法
律链接第二章 劳动争议案件的审判程序第三章 劳动争议案件的诉讼当事人第四章 确认劳动关系争议
第五章 订立劳动合同争议第六章 无效劳动合同争议第七章 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争议第八章 追索劳动
报酬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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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笔者认同第一种意见，《就业促进法》的实施为解决就业歧视争议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依据《就业促进法》第62条的规定，对于用人单位实施违反《就业促进法》规定的就业歧视行为，例
如以性别、民族或者法律未明确禁止的疾病等为由拒绝录用劳动者，侵犯了劳动者的平等就业权利，
劳动者有权请求人民法院解决因公平就业或者就业歧视而发生的争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理。
但就业歧视现象是我国目前各种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单纯依靠司法手段难以妥善解决劳动者就业中
出现的各种矛盾纠纷，所以人民法院不可能干预所有的就业歧视现象，只能有条件地受理因就业歧视
引起的劳动争议案件。
　　近几年，披露报端的就业歧视争议越来越多，但我国现实生活中，劳动者遭遇的就业歧视在具体
表现形式上多种多样，如性别歧视、身体歧视、户籍歧视、疾病歧视等。
对这些就业歧视现象发生的争议应当如何处理，《劳动法》和《就业促进法》仅作了原则规定，尚缺
少明确具体的实体法依据，有很多就业歧视现象尽管可以认定为就业歧视行为，但仅诉诸诉讼手段往
往很难从根本上予以消除，况且人民法院在就业歧视行为的认定上尚存在着一些技术操作的难题，因
此，把所有的就业歧视发生的争议全部纳入劳动争议的范围是不可能的。
但疾病歧视具有明确的政策依据，如我国有慢性无症状乙肝病毒携带者约1.2亿，慢性乙肝病人约3000
万人。
这些乙肝病人能否就业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全国各地陆续发生了多起“乙肝歧视”的案件，
许多乙肝病人被拒之于用人单位门外，严重地剥夺了劳动者的劳动权利。
为此，2005年国家人事部和卫生部公布的政府部门录用公务员的全国统一标准中，明确规定“肝炎的
乙肝病原携带者可以担任公务员”，但劳动就业领域，乙肝等就业歧视现象依然存在。
2007年5月18日，劳动保障部和卫生部发布《关于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就业权利的意见》，该意见
规定，除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卫生部规定禁止从事的易使乙肝扩散的工作外，用人单位不得以劳动
者携带乙肝表面抗原为由拒绝招用或者辞退表面抗原携带者。
严格规范用人单位的招、用工体检项目，保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的隐私权。
2007年10月30日，劳动保障部颁布的《劳动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再次强调，用人单位招用人员，不
得以传染病病原携带者为由拒绝录用。
人民法院受理因劳动者遭遇用人单位就业歧视产生的争议，目前应当仅限于疾病歧视引发的劳动争议
，对用人单位的其他就业歧视行为诉求人民法院予以司法干预的尚缺少实体法的依据，即在当前的现
实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有条件地受理此类劳动争议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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