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人单位预防劳动争议注意的问题 

文/王 芳 

   一，要建立完善的劳动纪律和企业规章制度 
   要建立完善的劳动纪律和企业规章制度，例如请假制度、考勤制度、违纪奖惩制度等等并让
职工知晓其内容。建立以上制度对于预防劳动争议是有重要意义的。随着《劳动法》在我国的实
施，原来的一些对违纪职工辞退、开除、除名等办法已经逐渐不再使用，代之以适用《劳动法》第
25条的有关规定。（该条规定， 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
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二）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三）
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对用人单位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四）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但是，
劳动法第25条的规定是需要企业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予以量化、完善的。如果企业没有这方面的相
应规定，就很难认定在什么情况下职工是已经违反劳动纪律和用人单位规章制度，或在什么情况下
职工的行为对用人单位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根据《劳
动法》第4条之规定，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
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由此可见，如果企业没有相应的
规章制度，或者制订的规章制度没有向职工宣传的，处理违纪职工是往往会因为缺乏相应的依据而
败诉。 
   二、要重视劳动合同在调整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劳动关系中的中心地位 
   原来，看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是否确立劳动关系，主要是依据劳动、人事部门的招工表、行政
介绍信等。而现在，随着劳动合同制度的确立，劳动合同已经成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
系、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的主要标志。因此，用人单位应当根据本单位的特点，制定相应的劳动合同
格式条款，并做到条款的内容尽量详细，能够包括双方履行劳动合同时遇到的主要问题，具有可操
作性等，并及时与劳动者协商订立。同时，企业要由专人负责劳动合同管理工作，建立劳动合同管
理台帐（最好能够做到微机化管理），根据需要就是对劳动合同的相关内容进行补充、变更等，做
到动态管理。例如，某职工的工作岗位发生了变化，就可能引起劳动合同相关内容的很大变化。比
如说，该职工从一线生产岗位调动到相对更加重要的技术岗位后，他的劳动合同的岗位就需要变
化，劳动报酬也要变化，另外，如果他接触企业技术秘密，还应当及时订立保密协议。同时，企业
还可以要求将劳动合同中职工辞职的提前通知期从一个月延长至六个月等等。如果企业因为怕麻烦
而不能做到这些，那么劳动合同就不能发挥相应的作用，一旦发生争议就回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
另外，建立劳动合同动态管理机制后，还能够随时监控劳动合同的解除和终止情况，从而预防劳动
争议的发生。例如，有的企业将被判刑的职工开除后，忘记解除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以至职工数
年刑满出狱后，又要求回企业工作，由此导致发生劳动争议。又比如，职工的劳动合同期限届满
后，企业忘记与其续签或终止劳动合同，以至形成事实劳动关系，使双方的权利义务处于一种模糊
的状态，极易引发劳动争议。 
   三、违纪职工的处理要合法 
   处理违纪职工是最容易引发劳动争议的，因此处理时一定要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
合法、定性准确、适用法规得当。 
   事实清楚，主要是要核实6个方面：第一，“何时”，即事情是发生在什么时间；第二，“何
地”，即事情是发生在什么地点；第三，何因，即事情发生的原因是什么。例如，职工未请假即旷
工，不一定都是无故旷工，也有可能是遭遇了突发事件，这就需要搞清原因；第四，“何人”，即
事情发生时有哪些人参与，哪些人知情；第五，“何过程”，即事情是怎样发展的；第六，“何
果”，即事情导致了什么结果。由于认定违纪事实是处理职工的基础，因此做到事实清楚是至关重
要的。 
   证据确凿，是指用以证明事实的证据必须确凿可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因用人
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
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这就意味着在以上案件中，不管职工的违纪行为有多么严重，
只要用人单位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据，就不能对职工进行处理。 
   程序合法，是指在对违纪职工进行处理时，程序上要符合要求。例如，有些企业在对擅自离
职的职工予以除名或解除劳动合同后，因为找不到职工，就没有把处理决定送达本人，以至个别职
工在数年后，又到企业要求上班。其实，当时企业只要在报纸上进行公告送达，就可以视为已经送
达。 

 



   所谓定性准确，是指要对职工的违纪性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既不能无限上纲，也不能姑息
迁就。例如，某职工偷了企业的一根价值10元的电线，能否算作“严重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呢？
这就要从不同的方面去分析，首先，要看企业的规章制度有无明确规定；其次，要看该职工的工作
性质（如果是仓库保管员监守自盗，其性质与不法有保管责任的人偶然捡到就不一样）；另外，要
看该行为是否造成严重后果等等。 
   适用法规得当，是指在查清事实，正确定性的基础上，根据危机职工所犯错误，正确地选择
应当适用的法律法规。例如，某企业有一个职工因盗窃被企业发现，企业准备将其开除，在研究时
企业负责人提出，该同志还年轻，如果被上个开除处分以后不好发展，最后从爱护职工的角度将其
除名（除名不是处分）。很显然，该企业适用法规是错误的(作者单位：潍坊学院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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