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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转轨期劳动争议面临新课题

作者：张耀亮 来源：中国社会保障 阅读次数： 181 发表日期： 2007-9-19 0:29:28

        经济转轨时期，劳动争议案件呈明显上升趋势，且劳动争议内容日趋复杂,调解难度越来越

大。其增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经济体制转换，产业结构调整，经济主体多元化，引起劳动

关系当事人之间利益格局发生变化形成纠纷;加之转轨时期劳动过渡政策不接轨，使劳动纠纷的及时

调处遇到障碍。 

  据统计，1995年，全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立案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33030件;1996年上升

到48121件，增幅为45.7%,为以往历年之最；之后，劳动争议数量呈现急剧增长态势。据北京市统

计: 2000年全市受理争议案件7480件,2001年则达到10647件,增幅达42.3%。天津市在裁决、调解、

撤诉三种结案方式中,裁决结案的比例占结案总数的61.3%,并继续保持上升势头。这种趋势表明,我

国现阶段劳动争议案件绝大部分当事人双方矛盾难以调和,必须诉诸行政和法律裁决。因此业内人士

强烈感到:劳动仲裁工作已走到十字路口,劳动争议的综合治理迫在眉睫。 

  在探讨劳动争议的治理对策时，我们必须先了解劳动争议案件发生的特点及其环境背景。 

  转轨期劳动争议呈现多元化 

  一、违反劳动合同的争议案件逐年上升。一是经济结构调整，企业发生重组、兼并、破产或股

份制改造，出现投资主体多元化或多种所有制经济主体，使劳动关系更加复杂化，职工被解除劳动

合同的事情时有发生。二是劳动合同管理不规范，用工单位法律意识淡薄，违反劳动合同或不与劳

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签订不规范劳动合同的现象较为普遍，尤其非公有制企业、新建单位或小企业

违反劳动合同的争议案件逐年增多。三是一线劳动争议调解机构薄弱，劳动合同仲裁制度不健全，

使处于萌芽状态的劳动合同争议得不到及时有效调解或仲裁。四是劳动法规制度不健全，特别是对

弱势群体劳动保护性政策不到位，一些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外地打工者的合法权益易受侵

害，寻求法律帮助很困难。 

  二、要求经济补偿争议案件比重较大。解除劳动合同后的经济补偿，如拖欠劳动报酬、福利待

遇、一次性补偿金等问题引起的矛盾激化；因工伤残经济补偿，集中反映在因经济结构、经济关系

不断发生变化，补偿责任主体难以确定的单位，因劳动合同及工伤保险关系不落实，更有甚者，个

别企业与劳动者违规签订“生死合同”，致使劳动者遭遇工伤或致残后得不到有效救治或不能依法

享受有关工伤保险待遇;特殊工种经济补偿，建国以来，我国一直对特殊工种职工采取即时补偿政策

（如缩短工作时间、定期健康检查、轮流离岗休养及实行特殊岗位津贴制度）和事后补偿政策（即

职工退出工作岗位后实施退休优惠政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来，特殊工种补偿政策问题遇到了

新情况，如何适应新形势并研究制定特殊工种人员被解除劳动合同后的经济补偿政策是一个新课题;

历史贡献经济补偿，这一问题在国有企业职工中反映较强烈，特别是那些企业工龄长、年龄偏大的

下岗、失业人员，因对企业和国家做过贡献，解除劳动合同后应依规定履行经济补偿，以保持国家

政策的连续性。 

  三、社会保障争议案件日益突出。经济转轨时期大量旧体制遗留问题及新体制深层次矛盾，导

致大量社会保障争议的出现，集中反映在以下几方面：一是社会保险关系接续争议。主要出现在劳

动者变换工作单位或下岗、失业时社会保险关系接续矛盾；二是社会保险给付待遇争议。大量反映

在事业单位转制，行业统筹移交，以及由于缴费基数、工龄计算、退休时间计算有误等情况，造成

退休人员享受基本养老待遇下降的矛盾；三是其他保险福利待遇争议。如劳动者因病治疗期间发生

的福利待遇下降矛盾，因工负伤致残后，工作岗位变换发生工资、福利待遇下降的矛盾，以及在国

外（境外）因工负伤致残，国外（境外）赔偿标准与国内执行标准差异的矛盾等。 

  四、集体劳动争议案件明显增多。一是建筑施工等企业长期拖欠劳动者（尤其外地打工者）工

资引起的争议;二是合资、外资或私营企业因作业环境有害，劳动条件恶劣，缺乏有效劳动保护措



施，给劳动者造成职业危害后，不依法履行经济补偿引起的争议;三是一些地区由于“两个确保”工

作不落实，引发下岗人员或离退休人员有关基本生活保障方面的争议。 

  入世后劳动关系复杂化 

  国内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劳动关系的冲击使我国的劳动关系更趋复杂化。国内也有

学者认为:入世后，我国的劳动关系将呈五大基本走势:一、劳动关系逐步趋于国际化。加入WTO后，

外资、外企大举进入，这种涉外劳动关系的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客观地要求劳动关系的运作

必须遵循国际通行劳动规则、惯例及标准;二、劳动关系更加市场化。表现为企业劳动关系更受制于

市场化的影响和制约，企业破产、兼并、重组引发的结构性失业比重增大，失业者的再就业将更受

制于市场调节;三、劳动关系呈现单极化。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得就业形势更加严峻，劳动力供给方

的弱势地位显现，弱势群体收入差距会更加突出;四、劳动关系冲突易激化。市场化导致了我国经济

的多元化，多元化经济主体使劳资关系更趋复杂，现有的企业工会及工会活动模式难以适应劳动者

利益多元化的需要，劳动关系冲突难以有效协调;五、劳资对立社会化。由于劳动争议案件激增，处

理难度加大，现有的一裁两审体制难以及时有效解决劳动争议。劳动关系冲突呈社会化发展趋势。 

  鉴于此，劳动部门应研究制定积极的劳工政策，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维护社会稳定，保证我

国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 

  减少劳动争议的对策思路 

  一、调整新时期的劳动关系。针对经济转轨时期劳动关系发生的许多质的变化，必须对劳动关

系进行切实有效地调整。首先，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着力研究新的治理结构。入世后，中国

企业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企业要在完善内部管理的同时，更加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和人力资源在

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改革用人、用工、分配机制，给人力资源以一定的地位，进一步平衡新时期

的劳动关系；其次，应对入世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经济起飞，为广大劳动者提供更多就业机

会。未来10年，是我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第一产业将有大量劳动力流入城镇，

增加城市就业负荷；第二产业结构性失业人数也将有较大幅度增加，城市就业形势将会更严峻；第

三产业的发展和经济多元化，使近期劳资关系更趋复杂。因此，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结构优化，促

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是缓解劳动关系紧张和减少劳动争议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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