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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劳动争议处理制度 
研究成果与展望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系副主任  孙德强 

一、劳动法学界对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研究的成果 
      改革开放30年以来，劳动法学界对于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
的成果。关于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等论文在普通期刊上约有4000余篇，核心期刊
论文400余篇。有关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专著有四部。① 
      总结起来，30年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劳动争议处理机制、
协商、调解、仲裁和诉讼几个方面：  
      鉴于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周期过长、程序太过复杂、各种程序之间互不衔接、
不符合效率原则的现象，学者们提出的改造方案大体包括＂单轨制＂和“双轨制
＂。② 
      鉴于劳动争议协商制度缺少法制化的规定，导致了协商制度的虚无，有学者
建议完善协商法律制度，确定协商主体、程序、协商协议效力等等。③ 
      鉴于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性质不清、职能不明、运行不规范的现象，有
学者建议撤销企业调解委员会，将调解委员会置于企业之外，置于政府之下，另
一些学者主张社会化的调解；鉴于条件协议无法律效力的现象，学者建议明确调
解协议的效力。④ 
      鉴于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组织虚无化、性质行政化、运行官僚化的现象，学者
们提出应当将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从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当中分离出去，仲裁委员
会经费由国家财政保障，人员独立，机构独立。⑤ 
      鉴于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的审判员适用民法基本原则处理劳动争议的现象，
学者们建议设立独立的劳动法院或者在现有的法院之下设立独立的劳动法庭，要
制定单独的劳动争议诉讼法或者在民事诉讼法当中制定劳动争议诉讼的特殊规
定。⑥ 
二、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展望 
    （一）现行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存在的问题 
    1.协商制度弱化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只是增加了发生劳动争议，劳动者可以用人单位协商，也可
以请工会或者第三方共同与当事人协商这一内容，但这一规定没有改变劳动争议
协商制度缺少法制化规定的现象。 
    2.调解制度虚化的问题仍旧 
这主要表现在，在传统的劳动争议制度下所存在的由于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
当中并不存在第三方，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名不符实，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
员会的调解在本质上仍是协商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依法设立的基层人民调解组织
和在乡镇、街道设立的具有劳动争议调解职能的组织能否实现调解的功能和作用
等问题又摆在我们面前。⑦ 
      3.仲裁制度的行政化依然 
这可以从以下三个问题看出。第一、虽然明确了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经费由财
政予以保障，但并没有明确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设在何处。第二、虽然规定了劳
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但是并没有规定设在何处、如何组成。第三、仲



裁委员会主任的资格、产生、职能、仲裁委员会的运行方式均没有规定，从实际
的运行来看仍然维持是传统的劳动争议处理的旧有模式。⑧ 
      4.劳动争议诉讼民事化丝毫没有触动 
此次劳动争议处理立法将劳动争议诉讼从整个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当中剔除，说
明传统的劳动争议诉讼制度基本没有改变。 
（二）对于完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建议 
      1. 关于劳动争议处理体制 
      学者们认为，未来建立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在具体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的设
定上考虑协商、调解、仲裁、诉讼都能够独立终结劳动争议处理程序，尤其是应
当鼓励当事人通过协商和调解的方式处理劳动争议，力争把劳动争议消灭在基
层，消灭在萌芽，以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与稳定。 
      2. 关于劳动争议协商 
      应当完善劳动争议协商法律制度，明确规定劳动争议协商的主体、机构、协
商协议的程序和效力。明确利益争议的处理程序，规定工会在协商过程当中的地
位和作用。⑨ 
      3. 关于劳动争议调解 
      应当建立这样一种劳动争议的调解机构：将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和基层
人民调解组织以及乡镇、街道具有劳动争议调解职能的调解组织撤销，将劳动争
议调解委员会设在政府之下，由当地的政府部门主管，由当地政府的主要负责人
担任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主任，调解委员会的委员分别由企业家协会指派，工
会的代表由工会指派。这个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在整个劳动争议处理程序中具有
决定性的作用和意义，应当使大部分争议在此阶段终结。⑩ 
      3. 关于劳动争议仲裁 
      应当将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从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当中分离出去，将其设在商
事仲裁委员会之下，作为其有机体的组成部分，实行“三方原则＂，设立独立的
人员和独立的办公场所，均实行兼职仲裁员制度，由国家财政提供经费，把劳动
争议仲裁委员会打造成一个有独立的人员、经费、办公场所的法人实体。⑾ 
      4. 关于劳动争议诉讼 
      应当单独制定劳动争议诉讼法或者在修订民事诉讼法的时候设立专门的章节
来规定劳动争议诉讼的程序，与此相适应应当设立独立的劳动法庭。⑿ 
（三）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展望 
      虽然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存在许多不足，但是由于该法刚刚实施不久，在短
期内修法的可能性基本没有。另外，该法实施地具体情况要等待在劳动争议的协
商、调解、仲裁和诉讼过程当中问题的暴露，理论界也只有在实践过程当中发现
问题，提出建议，从而为劳动争议处理法的修订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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