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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协商代表 
• 1、劳动者集体协商代表的确定 
• 有工会组织的 

• 劳动者一方的首席协商代表由用人单位工会主
席担任； 

• 其他协商代表候选人采取劳动者个人自荐或者
本单位十名以上劳动者联名推荐的方式产生。
协商代表候选人经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
推选，按照得票多少当选为协商代表。  



• 没有工会组织的： 
• 劳动者一方的协商代表由所在地街道总工会或
者行业工会按照前款规定的民主程序在用人单
位的劳动者中产生；首席协商代表由所在地街
道总工会或者行业工会在协商代表中指定。 

• 《集体合同规定》职工一方的协商代表由本单
位工会选派。 

• 未建立工会的，由本单位职工民主推荐，并经
本单位半数以上职工同意 



特点： 
• 第一，突出了民主程序选举代表 
• 由工会选派——除工会主席作首席谈判外，其
他可以选举 

• 第二，即使有工会的组织，劳动者可以直选代
表 

• 第三，劳动者自荐、联名推荐——经过职代会
投票 

• 第四，突出职代会的职能 
• 第五，民选的代表要对选民负责 

 



（二）规定了协商程序的
启动 

• 一千人以上的用人单位五分之一以上劳动者或者一千
人以下的用人单位三分之一以上劳动者向用人单位工
会提出工资集体协商要求的，工会应当向用人单位发
出工资集体协商要约，与用人单位开展工资集体协商。 

• 用人单位未建立工会的，一千人以上的用人单位五分
之一以上劳动者或者一千人以下的用人单位三分之一
以上劳动者向所在地街道总工会提出工资集体协商要
求的，所在地街道总工会应当向用人单位发出工资集
体协商要约，与用人单位开展工资集体协商。 



• 一定人数的意愿——推动工会进行集体
协商 

• 无论人数是否可以，但劳动者可以促使
工会有所作为 



（三）规定了因签订集体合同
产生的争议可以仲裁诉讼 

• 在集体协商过程中出现争议——劳动争
议协调——作出调解——不履行调解协
议就可以仲裁、诉讼 

 



二、不足 
• （一）立法目的是什么？ 
• 第一条  为了规范集体协商行为，保障
劳动关系双方的合法权益，构建和谐劳
动关系，促进企业科学发展，根据国家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结合
深圳经济特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 非常真实反映了政府的态度  



（一）限制罢工 
• 第25条  集体协商正常进行期间，协商双方不
得有下列行为： 

• （四）煽动或者采取停工、怠工、闭厂等争议
行动； 

• 对劳动者限制罢工——剥夺了劳动者的武器 

• 对用人单位限制经营权——剥夺了用人单位的
手段 



（二）对协商代表保护不
足 

• 劳动者一方的协商代表或者其他劳动者
停工、怠工的，由劳动行政部门发出责
令改正通知书；拒不改正的，用人单位
可以解除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无须支
付经济补偿；造成用人单位财产损失或
者他人人身伤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 



（三）协商的终止——空
谈 

• 第28条 

• 集体协商在三个月内达不成一致的,双方

均可以自三个月届满之日起十五日内以
书面形式申请所在地劳动关系协调委员
会调解。双方在十五日内未申请调解的，
本次协商终止。双方如需再次协商的，
应当重新发出集体协商要约。 



（四）信息知情权规定的
不明确 

• 第十九条  劳动者一方的协商代表有权查阅或
者要求用人单位提供与协商事项有关的资料，
但下列资料除外： 

• （一）涉及国家秘密的； 
• （二）涉及用人单位技术秘密的； 
•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上市公司应当披露的
信息以外的商业秘密； 

• （四）涉及个人隐私的。 
• 应从正面规定信息知情权：劳动者一方协商代
表有权查阅或者要求用人单位提供劳动者工资
总额、福利总额、缴纳社会保险费情况、上年
度的利润等与协商事项有关的资料，  



（五）僵局处理途径太少 
• 第二十八条 集体协商在三个月内达不成一致
的,双方均可以自三个月届满之日起十五日内

以书面形式申请所在地劳动关系协调委员会调
解。  

• 第三十一条  集体协商过程中发生停工、怠工、

闭厂等争议行动，双方均可以以书面形式提请
所在地劳动关系协调委员会调解处理。 



• 调解应当在一个月内完成。调解达成一致的，
双方按规定签订调解协议。 

• 经劳动关系协调委员调解在一个月内达不成一
致的，劳动关系协调委员可以将调解方案提交
用人单位的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表决。
表决通过的，应当适用该调解方案；表决未通
过的，本次协商终止。  

• 问题：提交表决的调解方案是谁作出的？ 
• 如果用人单位不接受这个调解方案怎么办? 



• 出现怠工、停工、闭厂等争议行动——双方均可提请
劳动关系协调委员会调解处理——达成协议的，双方
应当全面执行调解协议的各项约定。 

• 问题：1、劳动关系协调委员会的性质是什么？ 

• 劳动关系协调委员会由市、区劳动行政部门会同工会
和企业联合会、总商会、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等用人单
位组织的代表组成。 

• 2、调解不成怎么办？ 
 

http://lvshi.sz.bendibao.com/find/index_42.htm


• 第三十二条  集体协商一方或者双方申请劳动
关系协调委员会调解达成一致的，或者争议行
动经劳动关系协调委员会调解达成一致的，双
方应当签订调解协议并全面履行协议的各项约
定。一方或者双方可以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机构
确认调解协议，制作仲裁调解书，一方不履行
仲裁调解书的，另一方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 

• 协商双方就调解协议的履行发生争议的，任何
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疑问 
•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二十二条规定，

无正当理由拒绝集体协商或者不答复对
方提出的集体协商要约的，由劳动行政
部门发出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逾期未
改正的，每次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罚款。 



• 1、劳动行政部门可以适用行政处罚手段 

• 2、罚款责任不但是用人单位，而且是劳
动者一方，包括工会，对工会有罚款权 

• 3、如果劳动者一方没有工会，如何罚款？

是对上级工会罚款，还是对劳动者群体
罚款？ 



二审稿中向资方妥协的太
多 

• 深圳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3894元——一
半员工的工资低于1947元时，上级可以发出
要约 

• 日资企业——导致企业工资上涨70%  
• 月工资与月最低工资不同 
• 企业的理由：1.不愿意上级工会强制介入。 
• 2、害怕提高工人工资——要达到社平工资的

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