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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法院的设置和案件受理范围

在德国 ,劳动关系原来是由民法调整的 ,德国民

法典就有调整劳动关系的规定。随着经济的发展、法

制的逐步完善 ,劳动法逐渐从民法中分离出来 ,以至

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体系。在德国 ,劳动关系贯

彻的是劳动自由原则 , 劳动关系的建立完全采用市

场化的形式 ,即劳动契约的形式 ,由雇员与雇主自由

决定是否发生雇佣劳动关系 , 并决定工资、工作时

间、工作条件、休假、劳动保护等有关事宜。在这种关

系中 ,作为劳动者显然总是处于劣势的地位 ,他们的

权益往往难以得到保护 , 劳资冲突和劳资纠纷的产

生是必然的。为了缓和冲突 ,排除纷争 ,稳定社会关

系 ,德国法律在保护劳动者权益上采取了重大举措 ,

即制订了独立于民法之外的劳动法 , 劳动法院随之

也从普通法院体系中分离出来。

在德国 ,普通法院的历史源远流长 ,通过法院来

处理劳动争议最早可追溯到 10 世纪初 ,至于专事审

理劳资纠纷案件的劳动法院 ,只是在 1952 年才从普

通法院体系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体

系。为此 ,联邦德国于 1952 年专门制订和颁布了劳

动法院法。该法既是劳动法院组织法 ,又是审理劳资

纠纷案件的程序法。它不仅对劳动法院的设置和组

织机构作了规定 , 而且还就劳动法院审理劳资纠纷

案件的一些特殊的程序也作了详细的规定。

根据德国劳动法院法 ,劳动法院分为三级。一是

基层劳动法院。它负责劳资纠纷案件的初审 ,即第一

审案件的审理 ,因此也称初审劳动法院。全德国现共

设有基层劳动法院 123 个 ,职业法官 840 名。二是州

劳动法院。它负责劳资纠纷案件的上诉案件的审理 ,

因此也称上诉审劳动法院。全国现设有州劳动法院

19 个 , 即除全德 16 个州各设 1 个州劳动法院外 , 另

在北威斯特法伦州增设 2 个州劳动法院 , 巴伐利亚

州增设 1 个州劳动法院 ,现共有职业法官 200 名。三

是联邦劳动法院。主要负责不服上诉法院裁判的全

德劳资纠纷案件的复审。为使劳动司法得以统一 ,全

德只设一个联邦法院 , 地点在德国中部的黑森州的

卡塞尔 ,它实际上是德国劳动法院的最高法院。

与普通法院审理一般民事案件不同的一个突出

特点是 , 劳动法院审理劳资纠纷案件的法庭采取职

业法官与名誉法官相结合的形式。这样做的好处主

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 , 名誉法官来之于企业 , 对

企业的情况比较了解 , 对劳动关系的状况也比较熟

悉 , 可以帮助法庭对劳资纠纷作出比较符合实际的

裁判 ; 第二 , 名誉法官来之于雇主和雇员两方 , 各自

为他们说话 , 这样就可以使劳动争议双方在心理上

增加对法庭的信任 ,使他们更容易接受法庭的裁判 ;

第三 , 名誉法官在审理案件中有与职业法官一样的

权力 , 如有相同的询问权、查阅案卷权等权力 , 以及

相同的表决权 , 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或防

止职业法官的独断 ,提高法庭裁判的公正性。基层、

州劳动法院审理案件的法庭由本法院自己的 1 名职

业法官和 2 名外请的名誉法官组成 , 联邦劳动法院

审理案件的法庭一般由 3 名职业法官 (其中 1 名为

首席法官)和 2 名名誉法官组成。名誉法官来自雇主

和雇员两方 , 各占一半 , 由雇主协会和工会提名 , 然

后由有关部门任命。基层、州劳动法院的名誉法官由

地方和州的有关部门任命 , 联邦法院的名誉法官则

由联邦劳工部任命。名誉法官任期 4 年。担任名誉法

官的年龄限制是 , 基层法院必须在 25 周岁以上 , 州

法院必须在 30 周岁以上 , 联邦法院必须在 35 周岁

以上。

对劳动法院的案件受理范围 , 德国劳动法院法

作了具体的规定。劳动法院主管下列劳资纠纷案件

的审理 : 第一 , 单个的雇员与雇主因工资、解雇等私

权性的争执。包括因劳动关系而发生的争执、劳动关

系存在与否的争执、劳动关系的终止及其法律后果

的争执、与劳动关系相关的非法行为引起的争执 ,等

等。第二 ,集体合同方面的争执。包括签订集体合同

的双方就集体合同的内容和集体合同存在与否而发

生的争执 , 签订集体合同的双方与第三人之间关于

集体合同内容和集体合同存在与否的争执 , 集体合

同双方之间或该双方与第三人之间因不允许行为 ,

如劳资斗争采取的手段等而发生的争执。第三 ,企业

委员会与雇主之间发生的争执。

德国劳动法院设置
及劳资争议案件审理

□周贤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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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劳资纠纷的原则和程序

劳动法院处理劳资纠纷应遵循以下原则 : 一是

便捷原则。劳资纠纷涉及劳动关系的双方 ,影响经济

发展和社会稳定 ,必须迅速处理。它摒弃任何官僚主

义和形式主义 , 程序要简捷 , 要方便诉讼 , 不要引起

过多的诉讼费用开支 ,增加当事人的负担 ,不然繁文

缛节就会成了限制当事人诉讼的桎梏。二是不告不

理原则。劳动关系属于私权范围 ,当事人对自己的私

权有权处分。因此 ,只有当事人向法院提起劳资纠纷

诉讼 ,法院才立案受理。三是裁判前听审原则。即法

院裁判前要充分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 , 以了解当

事人的诉讼请求和根据。四是直接取证原则。法官可

以责令当事人以书面形式回答证据方面的问题 , 并

且只要有可能 ,就在法庭上进行听证。五是口头审理

原则。所谓口头审理 ,即以非书面的口头问答和口头

辩论为主要形式进行开庭审理。法官通过口头审理

等简易诉讼方式 ,以达到从速解决诉讼的目的 ,这有

利于及时解决纠纷 , 有利于减轻和防止诉讼程序上

的形式主义。法官通过这种形式开庭 ,当事人当庭直

接回答问题 , 以查清事实 , 并通过口头审理进行调

解。六是调解原则。调解是审理劳资纠纷案件的必经

程序。七是公开审理原则。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劳资

纠纷案件一律进行公开审理。八是法官审理原则。劳

资纠纷案件由具有法官资格的法官 , 包括职业法官

和名誉法官组成法庭进行审理。

劳动法院处理劳资纠纷的诉讼程序。第一 ,把调

解作为一审法院审理劳资纠纷案件的必经程序。在

一审中 , 每一个案件都必须经过庭内调解 , 否则 , 不

能收取诉讼费用。根据劳动法院法的规定 ,在一审程

序开庭之前 , 即在担任法庭审判长的职业法官主持

下 , 做双方当事人的工作 , 促使当事人双方相互协

商 ,以期促成双方互谅互让 ,达成调解协议。为准备

调解 ,法官可以要求被告提出书面答复。法官主持调

解时 ,不能传唤证人 ,但可以以当事人言词答辩中的

自认作为根据。经过调解 ,如果当事人双方达成调解

协议 ,或者原告撤回起诉 ,或被告自认了原告的诉讼

请求 ,调解程序即告结束。经过调解达成的协议依法

记录在案后 ,即具有法律效力。如果调解失败 ,双方

当事人未达成谅解 ,即另行确定开庭的日期 ,然后如

期按程序进行开庭审理。

第二 ,设置裁判程序和决议程序 ,以适应解决不

同类型的劳资纠纷案件的需要。裁判程序适用于一

般的劳资纠纷案件 , 比如单个的雇员与雇主之间发

生的劳资争议 ; 而决议程序则适用于集体劳动合同

纠纷案件的处理 , 比如涉及企业章程法方面的雇主

与企业委员会之间的争议。两种程序除适用的案件

范围不同外 ,其区别还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当

事人在诉讼中的地位不同。在裁判程序中 ,诉讼是由

当事人引导的 ,即诉讼请求系由当事人提出 ,并由其

提出证明其请求所依据的事实 , 法庭对争议则根据

当事人双方的陈述进行审理 ;而决议程序中 ,诉讼的

进行主要取决于法庭 , 比如在某一集体劳动争议中

如果涉及到企业委员会 , 法庭首先要对该企业委员

会是否是合法产生的进行必要的调查 , 然后根据法

庭所认定的证据 ,对争议进行审理。二是举证责任不

同。裁判程序中所采取的是由当事人举证的原则 ,即

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负举证责任 ; 而决议程序中负

责举证的是法庭。也就是说 ,在决议程序中所采取的

是由官方举证的原则。这样不同的规定其意义在于 ,

适用裁判程序的劳资争议案件的劳资双方只是单个

的雇员和雇主 ; 而决议程序所要解决的是集体争议

案件 ,它所涉及的是群体的利益 ,如果依靠当事人举

证就可能使群体的利益受到影响 , 因此审理这类纠

纷则由法庭来负责搜集证据 , 谁到庭作证完全由法

庭决定 ,传谁出庭作证 ,谁就有义务出庭作证。三是

诉讼费用的收取不同。适用裁判程序的劳资纠纷案

件按规定收取诉讼费用 , 而适用决议程序的劳资纠

纷案件 ,一律不收取诉讼费用。

第三 ,关于代理诉讼的问题。地方劳动法院受理

的劳资纠纷案件 , 即一审诉讼的当事人可以请律师

或指定其他人出庭代理诉讼 , 也可以亲自出庭诉

讼。代理诉讼的代理人须有诉讼代理资格 ,即必须是

律师或者工会或雇主协会的法律顾问。实践中 ,如果

在雇员参加了工会的情况下 , 大部分雇员都是请工

会的法律顾问代理诉讼 , 这种代理费用可在结案时

才予交付 ;如交付有困难 ,还可以提出分期交付或免

交的申请。雇员请工会的人代理诉讼就可以与雇主

请律师帮助诉讼求得平衡。如果雇员没有参加工会 ,

实践中则一般都通过参加保险来解决。通过保险由

律师代理诉讼也比较方便 , 这也可能是德国劳资纠

纷诉讼多的一个原因。案件到了州劳动法院二审(即

上诉审) 和联邦劳动法院复审阶段 ,当事人必须聘请

作为诉讼全权代表的律师或者工会或雇主协会的代

表出庭代理诉讼。当然 , 如果是适用决议程序的案

件 , 则可以不这样做 , 但即使是这类案件的上诉 , 也

必须有律师的签字。

第四 ,关于诉讼费用的收取问题。合理的诉讼收

费是便于劳动者参与诉讼的重要条件。劳资纠纷案

件的诉讼费采取低收费原则。劳动法院对劳资纠纷

案件诉讼费用的收取要比一般的民事案件低得多 ,

通常要低 20 %。对劳资纠纷案件的诉讼收费制定了

一个统一的标准和办法。比如一个解雇纠纷案件 ,假

设雇员的月工资为 4000 马克 , 3 个月的工资合为

12000 马克 , 如果以判决结案 , 收取的诉讼费用为

480 马克 , 即为雇员 3 个月工资的 4 % ; 如果以调解

结案 ,则不收取任何费用。

(作者单位 :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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