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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研究】

多元并举与有机协调：劳动争议受案范围的完善路径
张 怡 辉

摘　 要：劳动争议受案范围的合理确定是畅通劳动争议处理渠道的关键。 我国近年来不断发生的劳动争议事件有

规模扩大化、关系复杂化、处理长期化等特点，这日益暴露出我国现行劳动法律规范在劳动争议受案范围确定上的

狭窄、模糊、交叉、重合等缺陷。 未来我国劳动争议受案范围的完善，要跳出对劳动监察、劳动仲裁、劳动诉讼各自

完善的片面思维之局限，探寻三者之间的有机协调、互补和整体优化，以促进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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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劳动争议已经成为我国纠纷处理工作中

数量增长快、社会敏感程度高、涉及范围广、处理难

度大的重要纠纷类型之一。 近年来陆续发生的“跳
楼讨薪”、“堵路维权”等事件，实际上都是相关劳动

争议升级、恶化所致，这些事件的发生不仅损害了当

事人的利益，还成为制约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重要

因素。 如何公正、高效地处理劳动争议已经成为当

务之急。 而要妥善处理劳动争议，首要的问题是合

理确定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这是畅通劳动争议处

理渠道的关键。 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这一问题

已多有关注，但相关研究要么集中探讨劳动诉讼或

劳动仲裁的受案范围，要么探讨劳动监察的处理边

界，总体上呈现出对以上三种机制分别完善的“割
裂性思维”，而缺少对不同劳动争议处理方式受案

范围的合理衔接与整体优化的系统、深入的论述。
鉴于此，本文立基于我国现行劳动法律规范及与劳

动争议相关的现实问题，探讨有助于高效便捷地处

理劳动争议、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构建和谐劳动机

制的劳动争议受案范围之完善路径。

一、劳动争议的概念界定

我国现行法律未对劳动争议作出明确界定。 由

于缺乏对劳动争议概念的统一认知，理论界和实务

界经常对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产生分歧。 因此，有
必要对劳动争议的概念进行明晰。 目前，学术界关

于劳动争议的概念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认为劳动

争议可分为广义的劳动争议和狭义的劳动争议，前
者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因劳动关系而发生的一切纠

纷，后者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权利、劳动义务

方面产生分歧而引起的争议；①二是认为劳动争议

是劳动关系当事人即用人单位与职工之间因履行劳

动合同或适用劳动法规而发生的一切争议②；三是

认为劳动争议是劳动关系问题引起的纠纷③；四是

认为劳动争议是劳动关系当事人之间因实现劳动权

利和履行劳动义务而发生的纠纷④。 上述观点都从

不同侧面反映了劳动争议的一定特征，但也反映出

学界对劳动争议概念界定的混乱与不足。 主要表现

在：一是循环定义，如用“争议”界定“争议”；二是表

述过于口语化，如上述界定中的“职工”、“劳动关

系”等词语一般为政治经济学用语，法学研究中一

般使用劳动者、劳动法律关系等术语；三是定义过窄

或过宽，如“用人单位与职工之间履行劳动合同”和
“劳动问题”的提法分别排除了集体劳动合同的适

用和不适当地包含了太多的劳动问题。 借鉴学界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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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劳动争议的各种界定，笔者认为，劳动争议是指劳

动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因在实现、履行劳动法所确定

的权利、义务中产生分歧而引起的纠纷。 一般而言，
劳动争议发生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 司法实践

中常用“劳动纠纷”来代指“劳动争议”。

二、我国现行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的

受案范围及其存在的问题

　 　 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解决的是哪些劳动争议处

理机构依法受理哪些劳动争议的问题，或者说是劳

动者可以依法对哪些劳动争议向相应的劳动争议处

理机构主张权利的问题。 我国 １９８７ 年《国营企业劳

动争议处理暂行规定》开劳动争议处理之先河，此
后的《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劳动争议调解仲

裁法》、《劳动法》、《工会法》、《劳动合同法》、《民事

诉讼法》等法律、法规逐步构建了劳动争议受案范

围的法律框架⑤。 根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国

有权处理劳动争议的机构涵盖了劳动行政部门、劳
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包括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

会、依法设立的基层人民调解组织、乡镇或街道设立

的具有劳动争议调解职能的组织）、劳动仲裁委员

会、人民法院等层面，劳动争议处理方式包括协商、
调解、仲裁、行政处理和诉讼。 实践中，劳动争议主

要通过四种机制得以解决：第一，自主协商。 劳动争

议本质上属于私人争议，当事人自主解决可以节约

社会资源，避免事态扩大。 在众多劳动争议处理机

制中，自治精神在自主协商解决中得到了最充分的

彰显。 第二，调解、仲裁。 我国 １９９３ 年《企业劳动争

议处理条例》将劳动争议调解、仲裁的受案范围确

定为劳动合同争议和劳动法律争议，此后的《劳动

争议调解仲裁法》将这一范围进行了细化和扩大：
增加了因确认劳动关系而发生的争议，因订立、履
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而发生的争议，因给

付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而

发生的争议，如此规定消解了未签订劳动合同情形

下发生劳动纠纷的法律救济问题。 第三，行政处理。
劳动争议的行政处理主要包括劳动行政部门对劳动

争议集体协商过程的协调以及对劳动争议问题的监

察处理，其依据是《劳动法》第 ８４ 条、《集体合同规

定》第 ４９ 条和《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 １０ 条的规

定。 第四，劳动诉讼。 包括对经劳动仲裁的劳动关

系的确认之诉以及劳动合同的订立、变更之诉；拖欠

劳动报酬之诉；集体合同争议之诉。 以上四种劳动

争议解决机制中，劳动者自主协商和调解不存在受

理门槛的问题，故下文重点分析劳动仲裁、劳动监察

和劳动诉讼的受案范围所存在的问题。
１．劳动争议受案范围过于狭窄且界定模糊。 我

国现有立法运用列举式说明的方法来界定劳动争议

受案范围，则对于现实中出现的现有立法不能涵盖

的新型劳动争议，就只能通过新的立法或者对原有

法条的补充，才能将其按劳动争议处理程序解决。
这显然不利于法治的稳定和统一，不能及时、有效地

保障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另外，由于我国

立法未对劳动争议的内涵和外延作出明确界定，导
致相关法律规定不能以明确的劳动争议概念为指引

来明晰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争议是否属于劳动争议，
以及该争议应通过何种解决机制予以处理。

２．劳动监察与劳动仲裁的受案范围相互交叉、
重合。 我国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１ 日起施行的《劳动保障

监察条例》第 １１ 条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 日起施行的《劳
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 ２ 条在劳动争议受案范围的

规定上存在交叉、重合现象，突出表现在社会保险、
劳动报酬、履行劳动合同三类争议的受理上。 这种

受案范围交叉、重合的情形导致了诸多不良后果：一
方面，劳动仲裁与劳动监察制度设计上的交叉导致

有可能在信息不畅的情况下，同一劳动争议案件被

不同部门同时受理，但二者执法尺度不一，造成“同
案不同判”；另一方面，劳动仲裁与劳动监察制度设

计上的重合导致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成本过高，或
因有权部门的受理权限不明而出现“制度真空”。

３．劳动仲裁与劳动诉讼的受案范围不协调。 劳

动争议受案范围的协调是指不同部门所受理劳动争

议的范围之间的合理衔接。 在我国，大部分劳动争

议案件在提起劳动诉讼之前，必须先进行劳动仲裁，
故劳动仲裁的受案范围决定了劳动诉讼的受案范

围。 那么，如果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对本属于劳动

争议的案件不予受理，则劳动争议双方的诉权就不

能实现。 如果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对不属于劳动争

议的案件予以受理并作出裁决，则争议当事人不服

仲裁裁决而起诉至法院时，法院往往根据有关规定

驳回起诉，这就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⑥

三、我国劳动争议受案范围的完善建议

我国劳动争议受案范围方面存在的问题，为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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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争议受案范围的理论回应和制度变革提出了要

求。 笔者认为，未来我国劳动争议受案范围的完善

方向和路径是：促进劳动监察、劳动仲裁和劳动诉讼

三种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有机协调与配合，发挥制

度建设的整体作用，最终达致保障劳动关系各方的

合法权益的目的。
１．扩大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 目前在世界范围

内，扩大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已成为一种趋势。 劳

动法的基本理念要求劳动争议受案范围的扩大要合

理、适度，要以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价值依归，
以尽可能将所有劳动争议涵盖在劳动争议处理机制

的受案范围之内为目标，以促进劳动法律的适用范

围与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相协调一致为标准。 基于

以上考虑，建议我国劳动法律规范在劳动争议受案

范围的完善中，以开放式概括列举为主要方法，结合

劳动关系的从属性、主体性特征，将劳动争议的受案

范围扩展至所有基于契约上的义务而从事各种有偿

劳动并存在从属性劳动关系的主体之间，因对劳动

权利行使和义务履行发生分歧而引起的争议。
２．协调劳动监察与劳动仲裁的受案范围。 如果

一项争议属于劳动仲裁的范围，其同时又是劳动监

察部门应予受理的，则应优先由劳动监察部门处理，
在劳动监察部门因种种原因不适合处理或处理起来

有困难的情况下，由其遵循严格的程序将争议转交

劳动仲裁部门处理。 劳动仲裁部门在处理劳动争议

案件的过程中，如果发现用人单位有违法违规行为

而需要劳动监察部门予以处理的情形，其应当按照

一定程序邀请劳动监察部门参与处理。 总之，劳动

仲裁部门和劳动监察部门对劳动争议案件的受理和

处理，要相互配合，共同维护我国劳动管理秩序和保

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３．促进劳动仲裁与劳动诉讼之受案范围的有机

衔接。 劳动仲裁和劳动诉讼是解决劳动争议的两种

主要方式，二者具有不同的特点。 劳动仲裁比较灵

活，费用相对较低，但权威性不高。 劳动诉讼具有较

高的司法严肃性和权威性，其程序比较严密，但有时

过于复杂；其判决可以得到强制执行，但成本相对较

大。 从上述特点出发，我国劳动争议解决采“裁审

并存”模式是必要的，“只裁不审”或“只审不裁”都
不能解决实践中出现的纷繁复杂的劳动争议。 具体

而言，一方面，我国应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

定的劳动争议受案范围的基础上，将更多涉及劳动

者权益的争议纳入司法救济的范围；另一方面，就目

前而言，我国在短期内废除劳动争议仲裁前置的机

制还不现实，建议司法机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

运用“先调解、后仲裁、再诉讼”的劳动争议处理机

制，如加强与劳动仲裁部门的交流与合作，邀请劳动

仲裁部门对劳动争议案件处理中的疑难法律问题进

行共同研讨，以减少劳动争议案件因不属于仲裁范

围而被排除进入诉讼程序的可能性。

四、结语

劳动争议受案范围承载着劳动关系主体在争议

发生后能否实现权利救济的重任，故无论从理论上

还是实践上来看，其重要性都不可忽视。 在我国经

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各种利益冲突多发，劳动争

议呈现出复杂化、多样化、国际化等特点，亟须劳动

法制予以回应和规制。 然而，我国现有劳动争议受

案范围的法律规定滞后于现实需要，不利于公正、高
效地解决劳动争议。 鉴于此，立法必须明确界定劳

动争议的概念，扩大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以劳动争

议的分类为基础，划分劳动仲裁与劳动诉讼的受案

范围，并采用裁审分离、各自终局的争议解决模式；
对劳动仲裁与劳动监察的受案范围之重合部分，在
当事人自由选择的基础上进行原则性分离，构建多

元并举、互动、协调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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