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劳动合同争议处理办法新

劳动合同纠纷 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那你又是否知道最好的劳动纠纷处理
方法是啥 小编这有五种劳动纠纷处理方法介绍给大家， 劳动合同简介： 

劳动合同的作用

1、劳动合同是建立劳动关系的基本形式。以劳动合同作为建立劳动关系的
基本形势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这是由于劳动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也是千变万
化的，不同行业，不同单位合同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权利义务各不相同，国
家 法律法规 只能对共性问题做出规定，不可能对当事人的具体权利义务做出
规定，这就要求签订劳动合同明确权利义务。 

2、劳动合同是促进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手段。用人单位可以根据深
感经营或工作需要确定录用劳动者的条件和方式数量，并且通过签订不同类型
不同期限的劳动合同，发挥劳动者的特长合理使用劳动力。 

3、劳动合同有利于避免或减少 劳动争议 。劳动合同明确规定劳动者和用
人单位的权利义务，这既是对合同主体双方的保障又是一种约束，有助于提高
双方履行合同的自觉性，促使双方正确行使权力，严格履行义务。因为劳动合
同的订立和履行有利于避免或减少劳动争议的发生，有利于稳定劳动关系。 

劳动合同的类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合同法 实施条例》第十八条、第十九条规定，
劳动合同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和“单项劳动合
同”。 

一、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 合同终止 时间的劳
动合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无确定终止时间的
劳动合同。原 劳动法 规定的长期合同。 

三、单项劳动合同，即没有固定期限，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
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以某项工作的完成为合同期限的劳动合同。

处理劳动合同争议的依据

由于劳动合同的内容比较广泛，包括工资、社会保险、福利、培训、劳动
条件等等，所以处理劳动合同争议适用的法律规范性文件也很广泛，主要有
《劳动法》、《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的规定》、《外商投资企
业劳动管理规定》、《私营企业劳动管理暂行规定》、《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
条例》及《企业职工奖惩条例》、《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
《集体合同规定》、《违反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等。 

劳动合同纠纷的五种处理方法

劳动合同纠纷有多种，其中包括因订立劳动合同而引起的劳动纠纷，因履
行劳动合同而引起的劳动纠纷，因变更劳动合同而引起的劳动纠纷，因终止劳



动合同而引起劳动纠纷，因解除劳动合同而引起的劳动纠纷等。处理因不同原
因引起的劳动纠纷，有各自不同的具体要求。 

一、因订立劳动合同而发生的劳动纠纷的处理

①对于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未订立劳动合同而发生劳动纠纷的，劳动争议处
理机关应当弄清未订立劳动合同的原因，在分清当事人责任的基础上，要求有
过错的一方向受损失的一方提供一定的补偿，并督促双方依法补签劳动合同，
台双方无意继续合作，则解除劳动合同。 

②对于由他人代签劳动合同发生的劳动合同纠纷，劳动争议处理机关应查
明代签的原因，并审查劳动合同的内容是否合法。对内容合法的，责成用人单
位与劳动者重签劳动合同;对内容不合法的，应宣布 合同无效 。 

③对于芝者隐瞒真实情况，导致用人单位误解而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发生纠
纷的，劳动争议处理机关对用人单位查明事实真相后，对不符合用工条件的劳
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应当予以维持。

④对于不符合合法有条件的劳动合同发生纠纷的，劳动争议处理机关应当
宣布劳动合同无效，然后视违法程度责成任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⑤对于订立方式不合法的劳动合同发生纠纷的，劳动争议处理机关应分别
情况作出处理。内容合法，只是订立方式不合法后般应认定合同有效，并督促
双方补签劳动合;内容和订立方式均不合法的，应认定该合同无效，并按 无效
合同 的处理方法进行处理。 

二、因履行劳动合同而发行的劳动合同纠纷的处理

①对于不履行劳动合同引起劳动合同纠纷的，劳动争议处理机关应搞清不
履行劳动合同的原因，对用人单位无过错的，督促劳动者依照有关规定寻求合
理的解决办法;对用人单位有过错的，在要求用人单位履行劳动合同的同时，可
以裁定用人单位赔偿劳动者由此而造成的全部损失。 

②对于履行劳动合同中一方违约引起劳动纠纷的，劳动争议处理机关对不
履行俣同的劳动者首先应说服 教育 ，督促其履行劳动合同，对仍拒不履行劳
动俣同的劳动者，应依法追究其违约责任;对不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劳动
争议 仲裁 机关应当依法裁定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③对于因赔偿问题引起劳动纠纷的，劳动争议处理机关应查明劳动合同中
的赔偿条款是否合法，并对合法的内容予以保护。

④对于第三方干预导致劳动合同无法履行引起劳动合同纠纷的，劳动争议
处理机关应追究有过错的第三方的法律责任。

三、因变更劳动合同而发生的劳动合同纠纷的处理

①对于劳动者违反劳动合同规定，单方面要求用人单位变更其劳动岗位、
工种或不符合劳动合同约定的上岗条件而要求上岗的，劳动争议处理机关应驳
回劳动者的申诉，维持用人单位对此作出的处理决定。 



②对于用人单位擅自决定改变劳动者的劳动岗位、工种的，对于正常的工
作调动，应依法确认用人单位的调动有效;对属于非法调动的，要求用人单位改
变决定，恢复劳动者的劳动岗位，并补偿劳动者由此而造成的经济损失。 

③对于用人单位违反法定程序变更劳动合同的，劳动争议处理机关应当确
认用人单位的变更行为不合法，并促使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重新协商具体变更事
项。

四、因终止劳动合同而发生劳动合同纠纷的处理

①对于用人单位不允许到期劳动合同终止引起劳动纠纷的，劳动争议处理
机关应支持劳动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请求，对合同期限内劳动者没有实际履行的，
有协议的，按照协议处理，没有协议的，合情合理地处理双方的其他正当要求。
 

②对于用人单位附加条件，不允许劳动者终止劳动合同而引起劳动纠纷的，
劳动争议处理机关应查明该附加条件是否双方约定，在法律上是否成立，然后
根据合同期限届满，劳动合同即告终止的法律规定，裁定劳动合同终止。 

③对于劳动合同终止后续订劳动合同发生劳动纠纷的，劳动争议处理机关
应按照根据生产、工作需要，在双方完全同意的情况下，可以续订合同的规定
要求来处理，对用人单位强迫劳动者续签劳动合同的，依法支持劳动者的请求。
 

④对于 合同到期 后既不续订又不终止劳动合同引起劳动纠纷的，因合同
双方都有责任，对这种事实上的劳动关系，法律不予保护，所以，劳动争议处
理机关应依法支持终止劳动合同的申请，由此而导致的其他争执，则由其他法
律予以调整。 

五、因解除劳动合同而发生 合同纠纷 的处理 

劳动争议处理机关在处理此类纠纷时应明确：

①解除劳动合同是否为合法有效，适用劳动法规是否得当，认定事实是否
有偏差，是否有根据。

②将劳动合同的解除与行政处分区分开来，有些行政处分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而有些行政处分则不能解除劳动合同。

③过失违纪一般不应解除劳动合同;违纪事实未查清的不能适用解除劳动合
同的规定;初次轻微违纪未进行教育的，不适用解除劳动合同规定。

④把握违约与解除劳动合同的界限，解除劳动合同是因为用人单位或劳动
者违约在先引起的，违约在先是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条件。当事人一方违约在
先，另一方据此解除劳动合同是合法的。如果一方故意制造违约条件，并据此
解除劳动合同则是非法的。 

劳动法>


	劳动合同争议处理办法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