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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的生命在于适用，而案例是法律适用的结果。
因此，案例为我们理解法律打开了一扇窗户，使抽象的法律以鲜活的面孔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通过学习案例，我们可以知道，法律语言如何成为我们的生活语言，从而更好地理解立法的精神实质
；通过学习案例，我们可以知道，如果类似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应该怎样恰当处理与应对；通过
学习案例，我们可以知道，当权益正在受到侵犯时，可以用哪些法条去维护权益；通过学习案例，我
们可以知道，别人是怎样吃亏上当的，应该如何提高警惕、加强防范⋯⋯    我社一直致力于出版适合
大众需求的实用法律图书，近年来先后推出了配套规定系列、实用版系列等一大批适合大众学习、应
用的法律图书，颇受读者好评。
在总结这些法律图书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我们选择事关百姓切身利益的热点法律法规，精心挑选案例
，针对法条适用中的重点和难点，编辑出版了“法律法规案例应用丛书”。
本丛书具有以下特点：    1．“案例解读”——用大量生动真实的案例来解读法律，帮助读者深刻领会
条文精神，更好地运用法律维护权益。
    2．“应用提示”——对重点法条和难点问题做了专业提示，帮助读者理解条文含义和准确运用法律
。
    3．“相关规定”——列举了与主法条相关的法条，并且在主体法律文件之后收录了重要的配套规定
，便于读者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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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总则第一条【立法宗旨】应用提示劳动合同又称“劳动契约”、“劳动协议”，是指劳动者与
用人单位之间为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签订的书面协议。
《劳动法》第16条规定：“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
，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重要依据，也是双方当事人明确各自权利与
义务的基本形式。
《劳动合同法》第10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的，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
”法律规定的解决劳动争议的途径主要有哪些？
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4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劳动者可以与用人单位协商，也可以请工
会或者第三方共同与用人单位协商，达成和解协议。
第5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不愿协商、协商不成或者达成和解协议后不履行的，可以向调解
组织申请调解；不愿调解、调解不成或者达成调解协议后不履行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
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除本法另有规定的外，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9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国家规定，拖欠或者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或者拖欠工伤医疗费、经济补
偿或者赔偿金的，劳动者可以向劳动行政部门投诉，劳动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处理。
所以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4条、第5条、第9条的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后，可以通过协商、调
解、仲裁和诉讼四种途径解决劳动争议，除此之外，还可以向有关部门投诉，要求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些解决劳动争议的途径中，提起诉讼必须以先进行仲裁为前提条件，但是对用人
单位来说，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47条进行的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用人单位不服的不得起诉
，只能根据该法的第48条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案例解读案例1《劳动合同法》立法取向是双方保护还是单方保护？
2007年下半年，香港凤凰卫视曾经举办过一次谈话节目，主题是2008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劳动合同
法》。
高校教授、中小企业代表、外资公司代表、农民工、劳动局官员、律师等各方面代表都受邀参加，主
持入就《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取向、适时性等方面组织各方进行了相应的讨论。
讨论《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取向时，企业界代表和部分学者主张《劳动合同法》立法保护的取向应是
强调法律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同等的保护，突出《劳动合同法》的“合同性”，而部分学者则认
为无论是从之前《劳动法》的立法原则还是从劳资关系的现实情况来看，《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取向
都是偏重保护弱势的劳动者。
参加此次谈话节目的部分大学生也表达了各自不同的观点。
那么，《劳动合同法》到底是强调对双方当事人的同等保护，还是强调对作为弱势群体的劳动者的特
别保护呢？
结论可以从《劳动合同法》第1条的具体规定中得出，在“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表述中，并没有平行规定“保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从立法
技术的角度出发，可以认为该法体现的是一种单方保护的原则，即偏重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正当权益。
这种立法理念，也是秉承《劳动法》立法原则的基本体现。
但这也并不是说，用人单位的权益就不保护了，而是说相对而言，《劳动合同法》作为社会法，更强
调对弱势群体和社会利益的特别保护。
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1条第二条【适用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
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
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
适用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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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
动合同，依照本法执行。
应用提示本条是关于《劳动合同法》适用范围的规定。
“劳动者”是把握本条的关键定义，劳动者的含义可适当作扩大的理解，但劳动关系之外的其他主体
应适用《公务员法》或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调整。
而不属于《劳动合同法》调整的范围。
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性组织，包括法人企业和非法人企业，是用人单位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本
法的主要调整对象。
个体经济组织是指雇用7个人以下的个体工商户。
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
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组织，如民办学校、民办医院、民办图书馆、民办博物馆、民办科技馆
等。
国家机关。
这里的国家机关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国家军事机关等，其录用制公务员和
聘任制公务员适用《公务员法》，不适用本法，国家机关招用工勤人员，需要签订劳动合同，因此，
要依照本法执行。
事业单位。
事业单位适用本法，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如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其录用的工作人员是参照《公务员法》进行管
理，不适用本法。
一种是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这类事业单位与职工签订的是劳动合同，适用本法。
还有一种事业单位如医院、学校、科研机构等，有的劳动者与单位签订的是劳动合同，签订劳动合同
的，就要依照本法执行；有的劳动者与单位签订的是聘用合同，聘用合同也是一种劳动合同，签订聘
用合同的，要按照本法第96条的规定，即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务院另有规定的，就按照法律、行政法
规和国务院的规定执行；未作规定的，按照本法执行。
社会团体。
社会团体是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社会团体的情况比较复杂，主要有：工会、共青团、妇联、工商联等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文学艺术
联合会、足球协会等文化艺术体育团体；法学会、医学会等学术研究团体；各种行业协会等社会经济
团体。
虽然《公务员法》没有明确规定这些社会团体参照管理，但实践中除工勤人员外，其工作人员有的是
比照《公务员法》进行管理的，也有实行劳动合同制的。
因此，如果社会团体与劳动者订立的是劳动合同，就依照本法执行。
本法只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
即是说，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无论是否具有中国国籍，只要其劳动关系运行于中国境内，就应当适用本
法。
当然，对于有涉外因素的劳动关系，有必要制定相应的特别法。
案例解读案例2家庭保姆属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劳动者的范围小张从乡下进城打工，经人介绍，
在一户人家从事家庭保姆工作。
原先雇主答应给的报酬待遇以及其他方面的条件都很好，小张欣然应允。
但是在雇主家干了3个月后，小张发现雇主并未提供其原来承诺的条件和待遇。
此外，雇主还经常布置原来约定不属于她工作范围的工作让她做。
因此，小张决定不干了，同时向雇主要求支付相应的劳动报酬，并且要求补付其原来承诺但没有兑现
的报酬。
然而，雇主不仅没有给小张工钱，反而说她笨手笨脚，不但完成不好工作，还经常弄坏家里的东西，
应当在工钱里扣除以作为赔偿。
双方争论没有结果，小张觉得自己作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就依据《劳动法》向当地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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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认为，个人或家庭雇佣家庭保姆从事家务劳动，由于雇佣方是个人或家庭，不符
合《劳动合同法》第2条规定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条件，不属于《劳动合同法》的管辖范围。
而且原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明确规定家庭保姆不
属于劳动法中的劳动者。
同时，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第7条也规定，
家庭或者个人与家政服务人员之间的纠纷不属于劳动争议，不符合《劳动法》第2条规定的用工主体
因服务或者提供劳务发生的纠纷，应当按照雇佣关系处理。
因此，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驳回了小张的申请，并告知她应当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来维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
案例3大学生兼职是否受到《劳动合同法》的保护？
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北京某高校贫困大学生万林经常在课余时间打工挣钱。
大三暑假，万林找到一家外资的快餐店应聘打工。
快餐店觉得万林年轻、勤快，就与他签订了《小时工劳务协议》，约定万林每天在这家快餐店工作6
小时，每小时劳动报酬是4元，并且约定了万林需要遵守公司和门店的相关规章制度，接受店长的管
理。
2个月暑假快结束的时候，万林发现快餐店可能有违法嫌疑，并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
万林每天在快餐店实际工作大概在9小时左右，但仍按小时工资结算，没有加班费，并且在实际工资
结算时还扣除了中午用餐和休息1小时的时间，而事实上万林吃饭很快，基本均在半小时以内处理完
，其余时间都是在工作。
于是，万林找到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处理此事，仲裁委无法确定大学生是否属于劳动者，于是向
有关专家征询意见。
尽管出现过很多讨论和争议，目前劳动争议仲裁实务界还是普遍认为大学生兼职不属于劳动法的调整
范围，其主要依据是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该《意见》第12条规定：“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
订劳动合同。
”在实务处理中，仲裁部门很多时候也是按照大学生兼职不属于劳动者的原则执行，相关争议的解决
按照双方签订的劳务协议以及公平原则处理。
在本案中，大学生兼职争议的处理应依据《小时工劳务协议》的相关约定和公平合理原则进行相应的
裁判。
案例4外国人在华就业是否受到《劳动合同法》的保护？
澳大利亚青年小马（中文名），今年24岁，因随父母在香港居住了7年，获得了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
成了拥有双重国籍的公民。
在香港工作一段时间后，小马来到深圳在一家西餐厅从事厨师工作，月薪1．5万元。
此后不久，西餐厅老板刘某致函小马要求解除聘任关系，并另聘请了一位厨师，此时该西餐厅尚欠小
马1个月工资，西餐厅老板也未补发这份工资。
小马于是向南山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餐厅支付所欠工资1.万元，并补偿其1个月工
资1．5万元。
此后，南山区仲裁委以“主体不合法，不属于劳动法调整范围”为由，下达了不予受理的通知书。
小马不服，又向南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判决结果是小马败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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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案例应用版)》案例解说：用大量生动真实的案例来解读法律，帮助读
者深刻领会条文精神，更好地运用法律维护权益。
应用提示：对重点法条和难点问题做了专业提示，帮助读者理解条文含义和准确运用法律。
相关规定：列举与主法条相关的法条，并且在主体法律文件之后收录了重要的配套规定，便于读者查
找。
附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劳动合同书（参考文本）；劳动合同釰调解申请书（参
考文本）；劳动合同争议仲裁申请书（参考文本）；劳动合同争议起诉状（参考文本）；劳动争议处
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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