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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争议案件的受理，涉及多方面

的政策、法律关系，处理是否得当直接

影响当事人诉权的保护，对这类案件正

确及时的审理，也直接影响司法审判社

会效果的实现。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

定，笔者总结工作实际，认为对劳动争

议案件受理应当注意以下五点。

■ 确定管辖法院

在地域管辖上，《企业劳动争议处

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17号，以下简

称《条例》）第17条第一款规定，县、

市、市辖区仲裁委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发

生的劳动争议；第18条规定，发生争议

的企业与职工不在同一个仲裁委管辖区

的，由职工工资关系所在地的仲裁委处

理。这里的职工工资关系所在地应该理

解为用人单位所在地，关于这点最高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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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

称《解释》）第8条中有明确规定，劳动

争议案件由用人单位所在地或者劳动合

同履行地的基层法院管辖。

在级别管辖上，《条例》第17条规

定，由基层法院作一审受理；对当事人

不服省、市劳动争议仲裁裁决而提起诉

讼的，或人数众多、主体特殊如集体劳

动争议、三资企业、有涉外因素等，或

法律关系复杂、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

件，一般由中级法院作一审受理为宜。

其依据为最高院《关于当事人对仲裁协

议的效力提出异议由哪一级人民法院管

辖问题的批复》（法释[2000]25号），该

批复规定，⋯⋯当事人协议选择国内仲

裁机构仲裁后，一方对仲裁协议的效力

有异议请求法院作出裁定的，由该仲裁

委所在地的中级法院管辖。

■ 明确诉讼主体资格

劳动争议案件的诉讼不同于一般

的民事诉讼，在审判实践中，对诉讼主

体的确定，应具备三个条件：以自己的

名义进行诉讼,与案情有直接的利害关

系,受法院判决约束。针对诉讼主体的

确定，主要有四种情况。

第一，劳动争议的双方当事人均

对劳动争议仲裁委作出的裁决不服的，

依法向同一法院起诉的诉讼主体如何确

定。为便于诉讼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

利，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解

释》第9条作出了旨在充分保护劳动争

议案件双方当事人合法权利的原则性规

定，当事人双方不服劳动争议仲裁委作

出的同一仲裁裁决，均向同一法院起诉

的，先起诉的一方当事人为原告，但对

双方的诉讼请求，法院应当一并作出裁

决。

第二，劳动者因用人单位与其他

单位合并或分立而发生的劳动争议案

件，诉讼主体如何确定的问题。按照《民

法通则》第44条的规定，企业法人分

立、合并，它的权利和义务由变更后的

法人享有和承担。根据民事权利义务相

一致的原则，《解释》第10条规定，用

人单位与其他单位合并的，合并前与劳

动者发生的劳动争议，由合并后的单位

和劳动者为诉讼当事人；用人单位分

立为若干单位的，其分立前与劳动者发

生的劳动争议，由分立后的实际用人单

位和劳动者为诉讼当事人。但在劳动者

因用人单位分立为若干单位，而使其承

受劳动合同权利义务的单位不明确的情

况下，即劳动者因用人单位分立为若干

单位，而没有实际用人单位时，以分立

后的各个单位和劳动者为劳动争议案件

的诉讼当事人。

第三，因用人单位招用尚未解除

劳动合同的劳动者，而使得与原用人单

位及劳动者发生诉讼时，诉讼当事人的

确定问题。针对审判实践中发生的不同

情况，依照《民法通则》和《民事诉讼

法》的有关规定，对此诉讼主体问题有

以下三种情况：

——对用人单位因招用尚未解除

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原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发生的劳动争议，根据劳动法的规

定，原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为劳动争议

案件的当事人，新的用人单位与原用人

单位因不具有任何法律关系，所以原则

上不列为当事人。为便于诉讼和劳动争

议案件的审理，法院可以视具体情况将

新的用人单位列为第三人。

——原用人单位以新用人单位侵

权为由而向法院起诉的，原用人单位和

新用人单位为当事人，但因该侵权之诉

是因新的用人单位招用与原用人单位尚

未解除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而引起的，劳

动者为前侵权诉讼的诉因，法院为便于

案件的审理，可以列劳动者为第三人。

——原用人单位以新的用人单位和

劳动者共同侵权为由向法院起诉，根据

《民法通则》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新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列为共同被告。

法院受理劳动争议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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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劳动者在用人单位与其他

平等主体的承包经营期间，与发包方或

承包方发生劳动争议后诉讼当事人的确

定问题。在实践中，因企业承包形成的

劳动合同关系有三种情况：

——劳动者与发包方有劳动合同

关系，与承包方没有劳动合同关系，劳

动者与承包方和发包方一方或双方发生

的劳动争议，发包方作为劳动合同的相

对人，列为当事人。而承包方虽未与劳

动者订立劳动合同，但其作为实际用工

主体和受益人也应列为案件当事人。

——劳动者与发包方和承包方都

签订了劳动合同，无论发包方是否为实

际用人单位，承包方与发包方均要作为

当事人参加诉讼。

——劳动者与承包方单独订立劳

动合同发生的劳动争议，承包方与劳动

者为当事人。

除上述四种应注意情况外，还有与

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单位与实际用工单

位不一致，或用人单位难以确定，或订

立合同的单位与作出处理的单位不一致

的，具有利害关系的单位均应列为当事

人。在诉讼过程中，原用人单位名称变

更，以变更后的单位为用人单位。停薪

留职、下岗待业、企业内离退休人员被

其他单位聘用发生争议的，以聘用单位

为一方当事人，与原用人单位有利害关

系的，应通知原单位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劳动者死亡的由其法定继承人参加诉讼，

挂靠企业的职工发生劳动争议，应将被

挂靠企业和挂靠企业列为共同当事人。

■ 审查诉讼时效

《劳动法》第83条和《条例》第30

条规定，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裁决不服

的，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可向

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的，裁决书即发

生法律效力，另一方当事人可申请法院

强制执行。也就是说，劳动争议案件的

起诉时效规定不同于《民法通则》第七

章“诉讼时效”的规定，当事人应在15

日内作出是否起诉的决定，但是如果确

有不可抗拒的事由，也应适用民事案件

“时效中止”的规定，当事人在障碍消

除后申请顺延期限的，应当予以考虑，

否则不利于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也有悖于法与理。

■ 明确是否劳动争议受案范围

劳动争议案件归纳起来可分为以

下几种：

——去职纠纷，指用人者（单位）

开除、除名、辞退劳动者或劳动者辞职、

自动离职发生的争议。

——待遇纠纷，指因执行国家及

单位自身的有关工资、保险、福利、养

老金、医疗费、培训及劳动保护等规定

发生的争议。

——劳动合同纠纷，指因履行劳

动合同发生的争议，包括合同的变更、

履行、解除、终止及合同效力的确认等。

——其他劳动争议案件，如关于

女工和未成年人特殊保护而发生的纠

纷，以及依照《劳动法》和《条例》处

理的其他劳动争议案件。

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几种情况：

——劳务关系双方因劳务报酬、

人身损害赔偿等发生纠纷，属于一般民

事纠纷。

——虽在劳动合同中有约定，但

与劳动权利义务没有关系的事项，因该

事项发生的争议。

——虽在劳动合同中有约定，与

劳动权利义务也有一定联系，但对该事

项另有单行法调整。

——企业与职工因出售福利住房

发生的争议。

——虽然属于劳动争议，但另有

单行法专门调整的应由专门法院受理。

如船员劳务合同纠纷。

——职工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被企

业给予一般行政处分，如警告、记过、降

级、撤职等发生争议，但引起开除和辞

退的除外。而司法实践中，此类纠纷往

往也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受理范围。

■ 备齐符合要求的起诉状及有关材料

起诉状应依照《民事诉讼法》第

110条的规定载明的有关事项，且应附

有劳动合同、仲裁裁决书等证据材料。

特别是庭审改革后，当事人举证责任的

加强，原告更应提高对举证的认识，其

主张什么权利就应提供相关证据材料予

以证实，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六章

和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

定》（法释[2001]33号）第1条、第2条

的有关要求。

关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受理条件问

题，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首先要符

合《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的四个

起诉条件，即原告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

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明确

的被告；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

由；属于法院受理民事诉讼范围和受诉

法院管辖。其次要符合《劳动法》所规

定的起诉条件，包括起诉方为劳动争议

中的一方当事人；争议已经经过劳动争

议仲裁委的裁决；当事人在收到仲裁裁

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法院提起诉讼。

综上,笔者认为,劳动争议案件的

受理一般情况下应适用《民事诉讼法》

的有关规定，但由于劳动争议案件的特

殊性，当特别法与普通法冲突时，应当

优先适用特别法的有关规定，法院在审

查受理该类案件时应特别注意，以免当

事人讼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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