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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995年始，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施行，以及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国企改革的整体推
进，原有的劳动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振荡和变化。同时，伴随广东经济的迅猛发展，尤其是加工制
造业等劳动密集型的非公有制企业迅速崛起，大批外来工与这些企业形成极不稳定的新型劳动关系。
在这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广东劳动争议案件收案数逐年上升，且涉案人数众多、突发性强、社会
影响大。据统计，18年来，广东法院受理的一审案件数量从2000余件剧增至80000余件，每年收案量均
占全国法院总收案量的近四分之一。为充分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经济和劳动关系的和谐
发展，广东省各级法院特别是“珠三角”地区的法院不断加强劳动争议案件的审判工作，公正、及时
地审结了大量案件。同时，各级法院在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突出的问题：一方
面，由于现行劳动争议处理体制和相关社会机制的不健全，随着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增加、类型增多，
有限的司法资源面临剧增的案件数量的挑战，难以实现劳动争议案件的高效处理；另一方面，由于现
行劳动立法的不尽完善和理论研究的不足，即使在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实
施后，许多法律问题仍存争议，一定程度上导致各地司法标准的不统一，不利于充分、平等地维护劳
动者的合法权益。因此，近十年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一直致力于对劳动争议审判前沿问题的归纳
和研究，并形成多份调研报告和规范性文件，分别对一些问题提出了近期和长远的对策，得到社会各
界的广泛好评。广东作为我国劳动争议案件收案数最多的地区，劳动争议案件呈现“多、新、难”的
趋势，许多案件在全国具有典型意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组织全省劳动争议审判骨干精选近
年来有代表性的案例60余件，并分别就上述案件引出的疑难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汇编成《劳动争议
审判前沿问题研究》一书。广东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院院长林景青与副院长李克俭也参与了本书
的撰写和编辑。本书以促进劳动争议审判实务和理论发展为宗旨，展现与总结广东劳动争议审判经验
和审判成果。本书也是广东法院近年来劳动争议审判的缩影，是了解广东劳动争议审判前沿问题的窗
口。本书具有“新”“全”“实”“活”四大特点。“新”，是指选入本书的案例以及研究的问题，
不少是全国的首例，多数涉及法无明文规定或者法律规定不明确的情形，具有新颖性和典型性。“全
”，是指本书涵盖的主题和论述的内容较为全面，不仅对劳动关系的认定、劳动合同订立、劳动合同
变更和解除、劳务派遣、工伤赔偿、劳动争议处理体制等问题均有涉猎，而且在论证判决的正当性时
，全面结合立法宗旨、现实利益平衡、国内外各类立法例、权威学说作出比较分析和论证。“实”，
是指本书的重心不是对现行法律制度作出诠释，而是针对当前劳动争议审判实践中普遍存在的46个热
点、难点问题，对其成因和处理对策作出有深度、有依据、有新意的分析，为将来的劳动立法提供有
益的参考。“活”，是指本书尽力实现法学理论和审判实务的有机统一，既不作呆板的理论说教，也
不作机械的案例编纂，而是以每个具体案例涉及的劳动法学理论和现实法律问题作为切入点，阐释司
法政策的形成和演变。当然，由于作者和编者的水平有限，本书中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
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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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王全兴教授在对劳动合同的效力进行立法设计时指出，劳动合同的无效情形包括： （1）一
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劳动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
人利益的；（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5）违反法律、法规、规
章制度及集体合同的强行规定的。当事人有权请求撤销的劳动合同的情形包括：（1）因重大误解订
立的；（2）在订立劳动合同时显失公平的；（3）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
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劳动合同，但未损害国家利益的。上述设计既恰当定位无效劳动合同制度
，体现公权力对当事人合意的干预，又通过可撤销劳动合同制度的设计，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合同自由
。 （二）对撤销权的行使期限进行规定 可撤销劳动合同虽然存在瑕疵，但由于这种瑕疵仅涉及当事
人双方利益，因此，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角度应允许无过错方行使撤销权。但为了保障交易的稳定及
安全，当事人行使撤销权不是无节制的，应对撤销权的行使期限进行规定。参照合同法的规定，我们
以为应当将撤销权的行使期间规定在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劳动合同存在可撤销事项的一年之内行
使。该期间为除斥期间，不存在中止或中断的事由。 （三）对被撤销和被认定无效的法律后果进行明
确规定 鉴于劳动合同的特殊性，很多国家都作出了与一般民事合同无效或可撤销不同的制度安排，规
定对已履行的劳动合同的无效或撤销，都只向后发生法律效力，其无效的后果不具有溯及力。这一点
，在我国将来的劳动立法中应当明确。即使劳动合同是因为劳动者的欺诈行为而建立，对于已履行的
劳动合同，仍应视为有瑕疵的劳动关系，适用劳动法的相关规定。 在劳动合同无效或撤销后的法律效
力问题，还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 第一个问题是，劳动合同被确认无效或撤销后，已履行部分的瑕疵
劳动关系是否完全适用劳动法律法规的调整。有人主张在劳动者持假学历、假资格证书入职的情形下
，劳动者的过错明显，但出于对劳动者生存权、生命健康权等基本权利的保障，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
者支付报酬，并参加包括工伤、医疗在内的社会保险，这种处理结果符合劳动法对劳动者倾斜保护的
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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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劳动争议审判前沿问题研究》编辑推荐：具有“新”“全”“实”“活”四大特点。“新”，是指
选入本书的案例以及研究的问题，不少是全国的首例，多数涉及法无明文规定或者法律规定不明确的
情形，具有新颖性和典型性。“全”，是指本书涵盖的主题和论述的内容较为全面，不仅对劳动关系
的认定，劳动合同的订立、变更和解除，劳务派遣，工伤赔偿，劳动争议处理体制等问题均有涉猎，
而且在论证判决的正当性时，全面结合立法宗旨、现实利益平衡、国内外各类立法例、权威学说作出
比较分析和论证。“实”，是指本书的重心不是对现行法律制度作出诠释，而是针对当前劳动争议审
判实践中普遍存在的46个热点、难点问题，对其成因和处理对策作出有深度、有依据、有新意的分析
，为将来的劳动立法提供有益的参考。“活”，是指本书尽力实现法学理论和审判实务的有机统一，
既不作呆板的理论说教，也不作机械的案例编纂，而是以每个具体案例涉及的劳动法学理论和现实法
律问题作为切入点，阐释司法政策的形成和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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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hr同事很满意。适合企业用。
2、内容比较前沿，对实务中出现的争议问题阐述很到位，对实际工作有帮助。
3、说理较为充分，叙述较为详细。
4、对于一些模糊概念而言还是分析的比较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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