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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部关于印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劳部发[1995]309 号  

  

颁布日期：19950804  实施日期：19950804  颁布单位：劳动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劳动（劳动人事）厅（局）、国务院有关部门、解

放军总后勤部生产管理部： 

  现将《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印发给你们，请遵照

执行。 

  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已于一九九五年一月一日起施行，现就

劳动法在贯彻执行中遇到的若干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一、适用范围 

  １．劳动法第二条中的“个体经济组织”是指一般雇工在七人以下的个体工商户。 

  ２．中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与劳动者之间，只要形成劳动关系，即劳动者事实

上已成为企业、个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并为其提供有偿劳动，适用劳动法。 

  ３．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实行劳动合同制度的以及按规定应实行劳动合同制

度的工勤人员；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组织的人员；其他通过劳动合同与国家机关、事业组

织、社会团体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劳动法。 

  ４．公务员和比照实行公务员制度的事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以及农村劳动者

（乡镇企业职工和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除外）、现役军人和家庭保姆等不适用劳动法。 

  ５．中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在劳动法中被称为用人单位。国家机关、事业组织、

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依照劳动法执行。根据劳动法的这一规定，国家

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应当视为用人单位。 

  二、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 

  （一）劳动合同的订立 

  ６．用人单位应与其富余人员、放长假的职工，签订劳动合同，但其劳动合同与在岗职

工的劳动合同在内容上可以有所区别。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经协商一致可以在劳动合同中就不

在岗期间的有关事项作出规定。 

  ７．用人单位应与其长期被外单位借用的人员、带薪上学人员、以及其他非在岗但仍保

持劳动关系的人员签订劳动合同，但在外借和上学期间，劳动合同中的某些相关条款经双方

协商可以变更。 

  ８．请长病假的职工，在病假期间与原单位保持着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与其签订劳动

合同。 

  ９．原固定工中经批准的停薪留职人员，愿意回原单位继续工作的，原单位应与其签订

劳动合同；不愿回原单位继续工作的，原单位可以与其解除劳动关系。 

  １０．根据劳动部《实施〈劳动法〉中有关劳动合同问题的解答》（劳部发〔１９９５〕

２０２号）的规定，党委书记、工会主席等党群专职人员也是职工的一员，依照劳动法的规

定，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对于有特殊规定的，可以按有关规定办理。 

  １１．根据劳动部《实施〈劳动法〉中有关劳动合同问题的解答》（劳部发〔１９９５〕

２０２号）的规定，经理由其上级部门聘任（委任）的，应与聘任（委任）部门签订劳动合

同。实行公司制的经理和有关经营管理人员，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与董

事会签订劳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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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

合同。 

  １３．用人单位发生分立或合并后，分立或合并后的用人单位可依据其实际情况与原用

人单位的劳动者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变更原劳动合同。 

  １４．派出到合资、参股单位的职工如果与原单位仍保持着劳动关系，应当与原单位签

订劳动合同，原单位可就劳动合同的有关内容在与合资、参股单位订立的劳务合同时，明确

职工的工资、保险、福利、休假等有关待遇。 

  １５．租赁经营（生产）、承包经营（生产）的企业，所有权并没有发生改变，法人名

称未变，在与职工订立劳动合同时，该企业仍为用人单位一方。依据租赁合同或承包合同，

租赁人、承包人如果作为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该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人时，可代表该

企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 

  １６．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时，劳动合同可以由用人单位拟定，也可以由双

方当事人共同拟定，但劳动合同必须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后才能签订，职工被迫签订的劳

动合同或未经协商一致签订的劳动合同为无效劳动合同。 

  １７．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而用人单位故意拖延不订立劳动合

同，劳动行政部门应予以纠正。用人单位因此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按劳动部《违反〈劳

动法〉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劳部发〔１９９５〕２２３号）的规定进行赔偿。 

  （二）劳动合同的内容 

  １８．劳动者被用人单位录用后，双方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试用期，试用期应包括在

劳动合同期限内。 

  １９．试用期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为相互了解、选择而约定的不超过六个月的考察期。

一般对初次就业或再次就业的职工可以约定。在原固定工进行劳动合同制度的转制过程中，

用人单位与原固定工签订劳动合同时，可以不再约定试用期。 

  ２０．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是指不约定终止日期的劳动合同。按照平等自愿、协商一

致的原则，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只要达成一致，无论初次就业的，还是由固定工转制的，都可

以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不得将法定解除条件约定为终止条件，以规避解除劳动合同时用

人单位应承担支付给劳动者经济补偿的义务。 

  ２１．用人单位经批准招用农民工，其劳动合同期限可以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协商确定。 

  从事矿山井下以及在其他有害身体健康的工种、岗位工作的农民工，实行定期轮换制度，

合同期限最长不超过八年。 

  ２２．劳动法第二十条中的“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以上”是指劳动者与同一

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的期限不间断达到十年，劳动合同期满双方同意续订劳动合同时，

只要劳动者提出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在固定工转制中各地如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 

  ２３．用人单位用于劳动者职业技能培训费用的支付和劳动者违约时培训费的赔偿可以

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但约定劳动者违约时负担的培训费和赔偿金的标准不得违反劳动部《违

反〈劳动法〉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劳部发〔１９９５〕２２３号）等有关规定。 

  ２４．用人单位在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时，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劳动者收取定金、保证

金（物）或抵押金（物）。对违反以上规定的，应按照劳动部、公安部、全国总工会《关于

加强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劳动管理切实保障职工合法权益的通知》（劳部发〔１９９４〕

１１８号）和劳动部办公厅《对“关于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能否参照执行劳部发〔１

９９４〕１１８号文件中的有关规定的请示”的复函》（劳办发〔１９９４〕２５６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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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由公安部门和劳动行政部门责令用人单位立即退还给劳动者本人。 

  （三）经济性裁员 

  ２５．依据劳动法第二十七条和劳动部《企业经济性裁减人员规定》（劳部发〔１９９

４〕４４７号）第四条的规定，用人单位确需裁减人员，应按下列程序进行： 

  （１）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并提供有关生产经营状况的资料； 

  （２）提出裁减人员方案，内容包括：被裁减人员名单、裁减时间及实施步骤，符合法

律、法规规定和集体合同约定的被裁减人员的经济补偿办法； 

  （３）将裁减人员方案征求工会或者全体职工的意见，并对方案进行修改和完善； 

  （４）向当地劳动行政部门报告裁减人员方案以及工会或者全体职工的意见，并听取劳

动行政部门的意见； 

  （５）由用人单位正式公布裁减人员方案，与被裁减人员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按照

有关规定向被裁减人员本人支付经济补偿金，并出具裁减人员证明书。 

  （四）劳动合同的解除和无效劳动合同 

  ２６．劳动合同的解除是指劳动合同订立后，尚未全部履行以前，由于某种原因导致劳

动合同一方或双方当事人提前消灭劳动关系的法律行为。劳动合同的解除分为法定解除和约

定解除两种。根据劳动法的规定，劳动合同既可以由单方依法解除，也可以双方协商解除。

劳动合同的解除，只对未履行的部分发生效力，不涉及已履行的部分。 

  ２７．无效劳动合同是指所订立的劳动合同不符合法定条件，不能发生当事人预期的法

律后果的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的无效由人民法院或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确认，不能由合同双

方当事人决定。 

  ２８．劳动者涉嫌违法犯罪被有关机关收容审查、拘留或逮捕的，用人单位在劳动者被

限制人身自由期间，可与其暂时停止劳动合同的履行。 

  暂时停止履行劳动合同期间，用人单位不承担劳动合同规定的相应义务。劳动者经证明

被错误限制人身自由的，暂时停止履行劳动合同期间劳动者的损失，可由其依据《国家赔偿

法》要求有关部门赔偿。 

  ２９．劳动者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用人单位可依据劳动法第二十五条解除劳动合同。 

  “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是指：被人民检察院免予起诉的、被人民法院判处刑罚的、被

人民法院依据刑法第三十二条免予刑事处分的。 

  劳动者被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缓刑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３０．劳动法第二十五条为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条款，即使存在第二十九条规

定的情况，只要劳动者同时存在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四种情形之一，用人单位也可以根据第二

十五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 

  ３１．劳动者被劳动教养的，用人单位可以依据被劳教的事实解除与该劳动者的劳动合

同。 

  ３２．按照劳动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

式通知用人单位。超过三十日，劳动者可以向用人单位提出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用人单

位予以办理。如果劳动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给原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３３．劳动者违反劳动法规定或劳动合同的约定解除劳动合同（如擅自离职），给用人

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根据劳动法第一百零二条和劳动部《违反〈劳动法〉有关劳动合

同规定的赔偿办法》（劳部发〔１９９５〕２２３号）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３４．除劳动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外，劳动者在医疗期、孕期、产期和哺乳期内，

劳动合同期限届满时，用人单位不得终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的期限应自动延续至医疗期、

孕期、产期和哺乳期期满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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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５．请长病假的职工在医疗期满后，能从事原工作的，可以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医疗

期满后仍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由劳动鉴定委员会参照工伤

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进行劳动能力鉴定。被鉴定为一至四级的，应当退出劳动岗位，

解除劳动关系，办理因病或非因工负伤退休退职手续，享受相应的退休退职待遇；被鉴定为

五至十级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并按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和医疗补助费。 

  （五）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 

  ３６．用人单位依据劳动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

应当按照劳动法和劳动部《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劳部发〔１９９４〕４

８１号）支付劳动者经济补偿金。 

  ３７．根据《民法通则》第四十四条第二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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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用人单位发生分立或合并后，分立或合并后的用人单位

可依据其实际情况与原用人单位的劳动者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变更、解除或重新

签订劳动合同。在此种情况下的重新签订劳动合同视为原劳动合同的变更，用人单位变更劳

动合同，劳动者不能依据劳动法第二十八条要求经济补偿。 

  ３８．劳动合同期满或者当事人约定的劳动合同终止条件出现，劳动合同即行终止，用

人单位可以不支付劳动者经济补偿金。国家另有规定的，可以从其规定。 

  ３９．用人单位依据劳动法第二十五条解除劳动合同，可以不支付劳动者经济补偿金。 

  ４０．劳动者依据劳动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可以不支付经

济补偿金，但应按照劳动者的实际工作天数支付工资。 

  ４１．在原固定工实行劳动合同制度的过程中，企业富余职工辞职，经企业同意可以不

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企业应根据《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国务院令第１１１号，

１９９３年公布）发给劳动者一次性生活补助费。 

  ４２．职工在接近退休年龄（按有关规定一般为五年以内）时因劳动合同到期终止劳动

合同的，如果符合退休、退职条件，可以办理退休、退职手续；不符合退休、退职条件的，

在终止劳动合同后按规定领取失业救济金。享受失业救济金的期限届满后仍未就业，符合社

会救济条件的，可以按规定领取社会救济金，达到退休年龄时办理退休手续，领取养老保险

金。 

  ４３．劳动合同解除后，用人单位对符合规定的劳动者应支付经济补偿金。不能因劳动

者领取了失业救济金而拒付或克扣经济补偿金，失业保险机构也不得以劳动者领取了经济补

偿金为由，停发或减发失业救济金。 

  （六）体制改革过程中实行劳动合同制度的有关政策 

  ４４．困难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应区分不同情况，有些亏损企业属政策性亏损，生产仍

在进行，还能发出工资，应该按照劳动法的规定签订劳动合同。已经停产半停产的企业，要

根据具体情况签订劳动合同，保证这些企业职工的基本生活。 

  ４５．在国有企业固定工转制过程中，劳动者无正当理由不得单方面与用人单位解除劳

动关系；用人单位也不得以实行劳动合同制度为由，借机辞退部分职工。 

  ４６．关于在企业内录干、聘干问题，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内的全体职工统称为劳动者，

在同一用人单位内，各种不同的身分界限随之打破。应该按照劳动法的规定，通过签订劳动

合同来明确劳动者的工作内容、岗位等。用人单位根据工作需要，调整劳动者的工作岗位时，

可以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变更劳动合同的相关内容。 

  ４７．由于各用人单位千差万别，对工作内容、劳动报酬的规定也就差异很大，因此，

国家不宜制定统一的劳动合同标准文本。目前，各地、各行业制定并向企业推荐的劳动合同

文本，对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这些劳动合同文本只能供用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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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劳动者参考。 

  ４８．按照劳动部办公厅《对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若干问题的请示的复函》（劳办发〔１

９９５〕１９号）的规定，各地企业在与原固定工签订劳动合同时，应注意保护老弱病残职

工的合法权益。对工作时间较长，年龄较大的职工，各地可以根据劳动法第一百零六条制定

一次性的过渡政策，具体办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 

  ４９．在企业全面建立劳动合同制度以后，原合同制工人与本企业内的原固定工应享受

同等待遇。是否发给１５％的工资性补贴，可以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劳动

法第一百零六条在制定劳动合同制度的实施步骤时加以规定。 

  ５０．在目前工伤保险和残疾人康复就业制度尚未建立和完善的情况下，对因工部分丧

失劳动能力的职工，劳动合同期满也不能终止劳动合同，仍由原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供

医疗等待遇。 

  （七）集体合同 

  ５１．当前签订集体合同的重点应在非国有企业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企业进行，积累

经验，逐步扩大范围。 

  ５２．关于国有企业在承包制条件下签订的“共保合同”，凡内容符合劳动法和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章关于集体合同规定的，应按照有关规定办理集体合同送审、备案手续；凡不

符合劳动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应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向规范的集体合同过渡。 

  三、工资 

  （一）最低工资。 

  ５３．劳动法中的“工资”是指用人单位依据国家有关规定或劳动合同的约定，以货币

形式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一般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

贴、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报酬以及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等。“工资”是劳动者劳动收入的

主要组成部分。劳动者的以下劳动收入不属于工资范围：（１）单位支付给劳动者个人的社

会保险福利费用，如丧葬抚恤救济费、生活困难补助费、计划生育补贴等；（２）劳动保护

方面的费用，如用人单位支付给劳动者的工作服、解毒剂、清凉饮料费用等；（３）按规定

未列入工资总额的各种劳动报酬及其他劳动收入，如根据国家规定发放的创造发明奖、国家

星火奖、自然科学奖、科学技术进步奖、合理化建议和技术改进奖、中华技能大奖等，以及

稿费、讲课费、翻译费等。 

  ５４．劳动法第四十八条中的“最低工资”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内履行了正常劳

动义务的前提下，由其所在单位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最低工资不包括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

报酬，以货币形式支付的住房和用人单位支付的伙食补贴，中班、夜班、高温、低温、井下、

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和劳动条件下的津贴，国家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社会保险福

利待遇。 

  ５５．劳动法第四十四条中的“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工资”是指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者

本人所在工作岗位（职位）相对应的工资。鉴于当前劳动合同制度尚处于推进过程中，按上

述规定执行确有困难的用人单位，地方或行业劳动部门可在不违反劳动部《关于工资〈支付

暂行规定〉有关问题的补充规定》（劳部发〔１９９５〕２２６号）文件所确定的总的原则

的基础上，制定过渡办法。 

  ５６．在劳动合同中，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劳动者在未完成劳动定额或承包任务的情况下，

用人单位可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条款不具有法律效力。 

  ５７．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形成或建立劳动关系后，试用、熟练、见习期间，在法定工作

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其所在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其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 

  ５８．企业下岗待工人员，由企业依据当地政府的有关规定支付其生活费，生活费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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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下岗待工人员中重新就业的，企业应停发其生活费。女职工因生育、哺

乳请长假而下岗的，在其享受法定产假期间，依法领取生育津贴；没有参加生育保险的企业，

由企业照发原工资。 

  ５９．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治疗期间，在规定的医疗期间内由企业按有关规定支付其

病假工资或疾病救济费，病假工资或疾病救济费可以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但不能低

于最低工资标准的８０％。 

  （二）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报酬 

  ６０．实行每天不超过８小时，每周不超过４４小时或４０小时标准工作时间制度的企

业，以及经批准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企业，应当按照劳动法的规定支付劳动者延长工

作时间的工资报酬。全体职工已实行劳动合同制度的企业，一般管理人员（实行不定时工作

制人员除外）经批准延长工作时间的，可以支付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报酬。 

  ６１．实行计时工资制的劳动者的日工资，按其本人月工资标准除以平均每月法定工作

天数（实行每周４０小时工作制的为２１．１６天，实行每周４４小时工作制的为２３．３

３天）进行计算。 

  ６２．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企业职工，工作日正好是周休息日的，属于正常工作；

工作日正好是法定节假日时，要依照劳动法第四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支付职工的工资报

酬。 

  （三）有关企业工资支付的政策 

  ６３．企业克扣或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劳动监察部门应根据劳动法第九十一条、劳

动部《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第三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行

政处罚办法》第六条予以处理。 

  ６４．经济困难的企业执行劳动部《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劳部发〔１９９４〕４８９

号）确有困难，应根据以下规定执行： 

  （１）《关于做好国有企业职工和离退休人员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的通知》（国发〔１９９

３〕７６号）的规定，“企业发放工资确有困难时，应发给职工基本生活费，具体标准由各

地区、各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２）《关于国有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的紧急通知》（银传〔１９９４〕３４号）的规定，

“地方政府通过财政补贴，企业主管部门有可能也要拿出一部分资金，银行要拿出一部分贷

款，共同保证职工基本生活和社会的稳定”； 

  （３）《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国务院令第１１１号，１９９３年发布）的规定：

“企业可以对职工实行有限期的放假。职工放假期间，由企业发给生活费”。 

  四、工作时间和休假 

  （一）综合计算工作时间 

  ６５．经批准实行综合计算工作时间的用人单位，分别以周、月、季、年等为周期综合

计算工作时间，但其平均日工作时间和平均周工作时间应与法定标准工作时间基本相同。 

  ６６．对于那些在市场竞争中，由于外界因素的影响，生产任务不均衡的企业的部分职

工，经劳动行政部门严格审批后，可以参照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办法实施，但用人单位应

采取适当方式确保职工的休息休假权利和生产、工作任务的完成。 

  ６７．经批准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的职工，不受劳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日延长工作时间

标准和月延长工作时间标准的限制，但用人单位应采用弹性工作时间等适当的工作和休息方

式，确保职工的休息休假权利和生产、工作任务的完成。 

  ６８．实行标准工时制度的企业，延长工作时间应严格按劳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执行，

不能按季、年综合计算延长工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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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９．中央直属企业、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

等其他工作和休息办法的，须经国务院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报国务院劳动行政部门批准。地

方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等其他工作和休息办法的审批办法，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制定，报国务院劳动行政部门备案。 

  （二）延长工作时间 

  ７０．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应先按同等时间安排其补休，不能安排补休的应按劳

动法第四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报酬。法定节假日（元旦、

春节、劳动节、国庆节）安排劳动者工作的，应按劳动法第四十四条第（三）项支付劳动者

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报酬。 

  ７１．协商是企业决定延长工作时间的程序（劳动法第四十二条和《劳动部贯彻〈国务

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的实施办法》第七条规定除外），企业确因生产经营需要，必

须延长工作时间时，应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协商后，企业可以在劳动法限定的延长工作时

数内决定延长工作时间，对企业违反法律、法规强迫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劳动者有权拒

绝。若由此发生劳动争议，可以提请劳动争议处理机构予以处理。 

  （三）休假 

  ７２．实行新工时制度后，企业职工原有的年休假制度仍然实行。在国务院尚未作出新

的规定之前，企业可以按照１９９１年６月５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职工休假问题的通知》，

安排职工休假。 

  五、社会保险 

  ７３．企业实施破产时，按照国家有关企业破产的规定，从其财产清产和土地转让所得

中按实际需要划拨出社会保险费用和职工再就业的安置费。其划拨的养老保险费和失业保险

费由当地社会保险基金经办机构和劳动部门就业服务机构接收，并负责支付离退休人员的养

老保险费用和支付失业人员应享受的失业保险待遇。 

  ７４．企业富余职工、请长假人员、请长病假人员、外借人员和带薪上学人员，其社会

保险费仍按规定由原单位和个人继续缴纳，缴纳保险费期间计算为缴费年限。 

  ７５．用人单位全部职工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后，职工在用人单位内由转制前的原工人岗

位转为原干部（技术）岗位或由原干部（技术）岗位转为原工人岗位，其退休年龄和条件，

按现岗位国家规定执行。 

  ７６．依据劳动部《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的规定》（劳部发〔１９９４〕

４７９号）和劳动部《关于贯彻〈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的规定〉的通知》（劳

部发〔１９９５〕２３６号），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根据本人实际参加工作的年限和本

企业工作年限长短，享受３－２４个月的医疗期。对于某些患特殊疾病（如癌症、精神病、

瘫痪等）的职工，在２４个月内尚不能痊愈的，经企业和当地劳动部门批准，可以适当延长

医疗期。 

  ７７．劳动者的工伤待遇在国家尚未颁布新的工伤保险法律、行政法规之前，各类企业

仍要执行《劳动保险条例》及相关的政策规定，如果当地政府已实行工伤保险制度改革的，

应执行当地的新规定；个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的工伤保险参照企业职工的规定执行；国家机

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的劳动者的工伤保险，如果包括在地方人民政府的工伤改革规定范

围内的，按地方政府的规定执行。 

  ７８．劳动者患职业病按照１９８７年由卫生部等部门发布的《职业病范围和职业病患

者处理办法的规定》和所附的“职业病名单”（〔８７〕卫防第６０号）处理，经职业病诊断

机构确诊并发给《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劳动行政部门据此确认工伤，并通知用人单位或者

社会保险基金经办机构发给有关工伤保险待遇；劳动者因工负伤的，劳动行政部门根据企业



 
 
 

中培在线   企业培训微课程    Http://www.zhongpei123.com 
 

 8 / 10 
 

的工伤事故报告和工伤者本人的申请，作出工伤认定，由社会保险基金经办机构或用人单位，

发给有关工伤保险待遇。患职业病或工伤致残的，由当地劳动鉴定委员会按照劳动部《职工

工伤和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劳险字〔１９９２〕６号）评定伤残等级和护理依赖程

度。劳动鉴定委员会的伤残等级和护理依赖程度的结论，以医学检查、诊断结果为技术依据。 

  ７９．劳动者因工负伤或患职业病，用人单位应按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规定进行工伤事故

报告，或者经职业病诊断机构确诊进行职业病报告。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有权按规定向当地劳

动行政部门报告。如果用人单位瞒报、漏报工作或职业病，工会、劳动者可以向劳动行政部

门报告。经劳动行政部门确认后，用人单位或社会保险基金经办机构应补发工伤保险待遇。 

  ８０．劳动者对劳动行政部门作出的工伤或职业病的确认意见不服，可依法提起行政复

议或行政诉讼。 

  ８１．劳动者被认定患职业病或因工负伤后，对劳动鉴定委员会作出的伤残等级和护理

依赖程度鉴定结论不服，可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对劳动能力鉴定结论所依据的医

学检查、诊断结果有异议的，可以要求复查诊断，复查诊断按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劳动鉴

定委员会规定的程序进行。 

  六、劳动争议 

  ８２．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劳动争议不论是否订立劳动合同，只要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并符合劳动法的适用范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的受案范围，劳动争

议仲裁委员会均应受理。 

  ８３．劳动合同鉴证是劳动行政部门审查、证明劳动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的一项行政

监督措施，尤其在劳动合同制度全面实施的初期有其必要性。劳动行政部门鼓励并提倡用人

单位和劳动者进行劳动合同鉴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不能以劳动合同未经鉴证为由不受理

相关的劳动争议案件。 

  ８４．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与本单位工人以及其他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

劳动者之间，个体工商户与帮工、学徒之间，以及军队、武警部队的事业组织和企业与其无

军籍的职工之间发生的劳动争议，只要符合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应予

受理。 

  ８５．“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是指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 

  ８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的规定，商业银行为企业法人。商业银行与

其职工适用《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等劳动法律、法规和规章。

商业银行与其职工发生的争议属于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应予受理。 

  ８７．劳动法第二十五条第（三）项中的“重大损害”，应由企业内部规章来规定，不

便于在全国对其作统一解释。若用人单位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与劳动者发生劳动争议，

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的，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企业类型、规模和损

害程度等情况，对企业规章中规定的“重大损害”进行认定。 

  ８８．劳动监察是劳动法授予劳动行政部门的职责，劳动争议仲裁是劳动法授予各级劳

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职能。用人单位或行业部门不能设立劳动监察机构和劳动争议仲裁委员

会，也不能设立劳动行政部门劳动监察机构的派出机构和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派出机构。 

  ８９．劳动争议当事人向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从当事人提出申请之日起，

仲裁申诉时效中止，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应当在三十日内结束调解，即中止期间最长不

得超过三十日。结束调解之日起，当事人的申诉时效继续计算。调解超过三十日的，申诉时

效从三十日之后的第一天继续计算。 

  ９０．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对未予受理的仲裁申请，应逐件向仲裁委员会报

告并说明情况，仲裁委员会认为应当受理的，应及时通知当事人。当事人从申请至受理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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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应视为时效中止。 

  七、法律责任 

  ９１．劳动法第九十一条的含义是，如果用人单位实施了本条规定的前三项侵权行为之

一的，劳动行政部门应责令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和经济补偿，并可以责令支付赔

偿金。如果用人单位实施了本条规定的第四项侵权行为，即解除劳动合同后未依法给予劳动

者经济补偿的，因不存在支付工资报酬的问题，故劳动行政部门只责令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

经济补偿，还可以支付赔偿金。 

  ９２．用人单位实施下列行为之一的，应认定为劳动法第一百零一条中的“无理阻挠”

行为： 

  （１）阻止劳动监督检查人员进入用人单位内（包括进入劳动现场）进行监督检查的； 

  （２）隐瞒事实真象，出具伪证，或者隐匿、毁灭证据的； 

  （３）拒绝提供有关资料的； 

  （４）拒绝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就劳动行政部门所提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的； 

  （５）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况。 

  八、适用法律 

  ９３．劳动部、外经贸部《外商投资企业劳动管理规定》（劳部发〔１９９４〕２４６

号）与劳动部《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劳部发〔１９９４〕４８１号）中

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规定是一致的，２４６号文中的“生活补助费”是劳动法第二

十八条所指经济补偿的具体化，与４８１号文中的“经济补偿金”可视为同一概念。 

  ９４．劳动部、外经贸部《外商投资企业劳动管理规定》（劳部发〔１９９４〕２４６

号）与劳动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行政处罚办法》（劳部发〔１９９４〕５３

２号）在企业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职工工资应付赔偿金的标准，延长工作时间的罚款

标准，阻止劳动监察人员行使监督检查权的罚款标准等方面规定不一致，按照同等效力的法

律规范新法优于旧法执行的原则，应执行劳动部劳部发〔１９９４〕５３２号规章。 

  ９５．劳动部《企业最低工资规定》（劳部发〔１９９３〕３３３号）与劳动部《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行政处罚办法》（劳部发〔１９９４〕５３２号）在拖欠或低于

国家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工资的赔偿金标准方面规定不一致，应按劳动部劳部发〔１９９４〕

５３２号规章执行。 

  ９６．劳动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行政处罚办法》（劳部发〔１９９４〕

５３２号）对行政处罚行为、处罚标准未作规定，而其他劳动行政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作了

规定的，按有关规定执行。 

  ９７．对违反劳动法的用人单位，劳动行政部门有权依据劳动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予以处理，用人单位对劳动行政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或

不申请复议又不执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劳动行政部门可以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劳动行政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时，应当提交申请执行书，据以

执行的法律文书和其他必须提交的材料。 

  ９８．适用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遵循下列原则： 

  （１）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效力高于部门规

章和地方政府规章；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效力高于其他规范性文件。 

  （２）在适用同一效力层次的文件时，新法律优于旧法律；新法规优于旧法规；新规章

优于旧规章；新规范性文件优于旧规范性文件。 

  ９９．依据《法规规章备案规定》（国务院令第４８号，１９９０年发布）“地方人民政

府规章同国务院部门规章之间或者国务院部门规章相互之间有矛盾的，由国务院法制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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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经协调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由国务院法制局提出意见，报国务院决定。”地方劳动

行政部门在发现劳动部规章与国务院其他部门规章或地方政府规章相矛盾时，可将情况报劳

动部，由劳动部报国务院法制局进行协调或决定。 

  １００．地方或行业劳动部门发现劳动部的规章之间、其他规范性文件之间或规章与其

他规范性文件之间相矛盾，一般适用“新文件优于旧文件”的原则，同时可向劳动部请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