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劳动争议与社会保险纠纷司法对策>>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劳动争议与社会保险纠纷司法对策>>

13位ISBN编号：9787510903526

10位ISBN编号：7510903521

出版时间：2011-12

出版时间：杨立新、刘德权、 黄常青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1-12出版)

作者：杨立新，等 编

页数：44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劳动争议与社会保险纠纷司法对策>>

内容概要

　　《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文丛（13）：劳动争议与社会保险纠纷司法对策》讨论《劳动法》和《社
会保障法》，讨论的范围比较广泛，有劳动关系的认定与调整、劳动合同的订立与履行、劳动合同的
解除与限制，以及社会保险的新问题等。
这些问题都是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特别是《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在社会实践中反映出来，并且亟
需解决的问题。
法官和学者一道，共同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基础和具体办法，在很多问题上都取得了共识。
即使没有达成共识的问题，也都交流了不同意见，提出了各自的理论依据，为进一步研究和解决这些
问题打下了基础。
与会的法官和学者都说，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研究法律的基本方法，我们的论坛正是体现了这样的方
法，让法官和学者坐在一起，把理论和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共同探讨，特别有助于司法实践，也有助
于学者了解实际情况，使学术不断发展。
《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文丛（13）：劳动争议与社会保险纠纷司法对策》中汇集的与会法官和学者在
讨论这些问题时的精彩论著，展现了会议的精彩，是法官和学者智慧碰撞闪现出的火花，非常难得，
也非常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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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3.取消所有的刑事责任都与公民的即时解除相挂钩的规定。
只有对特别恶劣的严重犯罪或职务犯罪的情况，才可赋予用人单位即时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
《劳动合同法》可通过对犯罪的性质、主观恶性、是否是职务犯罪、犯罪场所、影响程度、量刑结果
等作相应规定，确保某些只有轻微犯罪，尚未被剥夺人身自由的劳动者的谋生条件。
 4.用人单位非过失解除条件，同样存在具体的衡量标准有待细化的问题。
对于“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的衡量标准，笔者建议引入地方法规和行业惯例，结合当地的地方
特点和行业岗位的性质做细化规定。
为有效遏止企业用调岗等方式变相解雇劳动者，笔者建议建立起公开、透明的辞退员工听证制度，确
保工会的参与权与员工的申辩权。
 5.行使用人单位解除权时，区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和定期劳动合同。
对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推行当事人双方无因预告解除、有因即时解除合同制度。
同时对用人单位规定相应的补偿金，以鼓励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推广适用，同时也有利于保持企业
活力，提高效率。
对于定期劳动合同，严格规范即时解除的条件，以预告解除为主导，即时解除为例外，给劳动者相应
的缓冲期。
 6.将企业工会主席的编制独立出来，不再受用人单位的隶属。
推行集体谈判制度，鼓励集体合同，使工会真正成为职工权益的代言人。
此外，显失公平和重大误解的劳动合同，争议也比较多。
《劳动合同法》第十八条至第二十一条仅仅规定了申请撤销这一种形式，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3条规定：“对于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的民
事行为，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变更；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予以变
更或者撤销。
”可见，对于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现代社会提倡首选为变更，请求变更的必须变更，即
便是当事人明确请求撤销的情况下，法官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行使自由裁量权而予以变更，从而更好
地促进经济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转。
《劳动合同法》对于显失公平和重大误解的劳动合同仅仅规定了撤销这一法定形式，不利于维护促进
建立稳定的劳动关系，未能尊重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意志自由，违反了意思自治和立约自由的民事法
律关系的基本原则。
笔者认为，应当严格限制撤销劳动合同，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鼓励变更，规制用人单位随意
撤销劳动合同，促进劳动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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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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