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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争议司法解释实例释解》

内容概要

任何法律皆有漏洞，系今日判例学说共认之事实。①德国历史法学派创始人萨维尼（F．K．V
．SaVigny）指出，法律自制定公布之时起，即逐渐与时代脱节。⑦因此，在制定法律的时候，无论如
何审慎周详，字斟句酌，也难免在文义和语境上产生疑义；无论如何总结社会矛盾的方方面面，在复
杂多样的现实生活面前，也难免出现疏漏不周，挂万漏一；无论如何精雕细凿，科学圆满，也无法克
服法律的稳定性和适用性的冲突倾向。可见，法律自诞生之日起，即诞生了与之形影相随的法律解释
。
按照我国法律解释的基本框架，可将法律解释的内容区分为“法律条文本身”和“法律具体运用”两
大类，前者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称为立法解释），后者由有关司法和行政机关分工解释。显然，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当属于后者。尽管司法解释的效力低于立法解释，但由于法律过于原则和抽
象以及法律漏洞的存在，不仅给法官适用法律造成了困难，而且为法官留下了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
因此，在法律存在着漏洞的情况下，司法解释具有填补漏洞的作用。实际上，由于法律规则是对复杂
的社会现象进行归纳、总结而作出的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人们对规则的含义常常有可能从不
同的角度进行理解。而每一个法官在将抽象的规则运用于具体案件的时候，都要对法律规则的内涵及
适用的范围根据自身的理解作出判断，而此种判断实际上就是一种对法律的解释。更何况成文法本身
不是完美无缺的，而总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漏洞，因此，法律解释对任何法律的适用都是必不可少
的。尤其是在司法过程中，更需要对法律规范作出明确的解释，从而正确地适用法律和公正地裁判案
件。
在我国的法律制度中，司法解释颇具中国特色，不仅实行判例法的英美法系没有，即使是实行成文法
的大陆法系也没有。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一般没有“司法解释”一词，“法律解释”就是“司法解释
”的代名词，二者含义一样。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司法”就是指法院的审判活动，司法机关就是法院
，司法解释（即“法律解释”）指的就是法院或法官对法律的解释。尤其是在普通法系国家，法官制
作的判例不仅可以对成文法进行解释，而且还可以创制法律规则，对于法律的解释也只有法官才有这
样的权力。在大陆法系国家，尽管曾经一度否认过法官对法律的解释，但二战后德国最高法院复审制
度的确立，最终使法官的司法解释权得到了巩固。而我国建立的司法解释体制是“二元一级”的完全
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司法解释体制，在此体制之下，司法解释被分为审判解释和检察解释，前者主要是
指最高人民法院对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作的解释，后者则指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检察工作中
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作的解释。因此，司法解释是保障我国法律正确适用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成为了
我国法的重要渊源，并在我国解释体制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最高人民法院历来非常重视司法解释工作，并于1997年6月专门作出了《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
》，对司法解释的制定程序，包括立项、协调、备案、起草、论证、修改、通过、发布、补充、修改
和废止等作了规定，并明确指出：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
司法解释，并经发布的司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依据该规定，司法解释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
型：一是“解释”，是指最高人民法院就立法机关制定的某一实体法或程序法的规范内容，或者就特
定的案件类型以及解决倾向性问题中的法律适用，进行具体而全面的解释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审判
规范。它的体裁和构成与成文法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基本属于法律细则化的范畴，发挥着填补法律空
白、消除内容上的暖昧和抵牾、为立法机关提供经验以及规范素材等多种功能；二是“规定”，即根
据审判活动的实际需要确立审理案件的标准和规则。这种规定的内容往往与法院内部的业务、事务以
及程序性和技术性问题有关，基本上属于审判系统本身活动的规章制度；三是“批复”，为最高人民
法院对高级法院、军事法院提出的法律适用中的具体问题或者请示的答复意见，有的涉及个案处理，
有的涉及司法政策，有的涉及操作规则。这些司法解释特别是前两类司法解释的目的主要不是解决某
一个具体案件中的法律适用问题，而旨在通过系统、全面地解释一类法律而为审判实践提供更多的可
供适用的规则，或者完全不是针对某一法律进行解释，而是创设对某一类案件的裁判所应当适用的规
则，使各级法院尽可能做到有章可循，这就是我国司法解释具有十分突出的抽象性和一般性的特点。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陆续公布的大型司法解释，均通过报纸、网络等媒体发布征求意见稿，倾听民
声，广泛纳谏，确保了司法解释是保障人民法院严格执法、公正裁判、实现法律公平正义的价值功能
。 为了使司法实务界和广大读者正确理解和适用司法解释，践行司法公正与效率，落实司法为民，人
民法院出版社策划并组织编写了《民商法司法解释实例释解丛书》。我们在组织编写该套丛书时，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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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了下列原则： 第一，内容全面。该丛书包含了民商法主要的司法解释，对司法解释进行了全方位的
解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易于读者准确理解和适用。丛书以单行法的司法解释为主，分为
婚姻家庭、侵权法、房地产、劳动争议、土地承包、合同法、担保法、存款合同、企业改制与破产、
票据法、知识产权、技术合同等12部。 第二，体例统一。每部书原则上以该书所涉及的主要司法解释
为主线，根据司法解释的容量确定是否分部分撰写。每一专题均有正、副标题组成，正标题言简意赅
，副标题体现了司法解释某条或单个批复的核心内容，以突出重点。在具体的每个专题中，统一分为
三个部分：基本案情（根据需要案情介绍可长可短）——裁判要旨（写明了法院判案的依据、理由、
裁判结果，原则突出了个案具体司法解释的适用）——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结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和审判实践中经常适用的部门规章，来阐述司法解释具体条款的理解、适用，突出了层次性、逻
辑性、实用性、指导性）。
第三，案例真实。该丛书的案例，原则上选用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真实性的案例，大多来自《人民
法院案例选》、《中国审判案例要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裁判文书》、
《人民法院报》、《最高人民法院网》、《中国法院网》等有关网站和各级法院所裁判的真实案例。
第四，解读权威。该丛书的重中之重是对“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部分，当然，也是该丛书的“亮
点”。因此，每位作者在借鉴最高人民法院对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的基础上，广泛吸收民商法研究
领域的最新成果，博采众长，并结合审判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所引用的具体案例对司法解释进行解
读，以期突出权威性和指导性。
特别应当提出的是，该丛书的作者大都是具有法学硕士、博士学位的高学历法官和关注民商法审判实
践的知名学者、律师，他们不仅具有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且在各自研究的领域有所成就，都有不少
研究成果发表。因此，该套丛书既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又有较深的理论水平，既能为司法实践提供帮
助，又能为法学理论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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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的简要评价第一部分  劳动争议（包括人事争议）案件的受理制度  一、劳动争议案件的受理范围—
—对不属于《劳动法》第二条规定的劳动争议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二、劳动争议案件受理的前置程序
——当事人的劳动争议未经仲裁裁决程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驳
回起诉  三、未经仲裁裁决的劳动争议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劳动法
》第八十二条    之规定，以当事人的仲裁申请超过六十日期限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
或者通知，当事入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
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四、劳动争议案件的管辖——劳动争议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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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件的合并审理——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的诉讼请求与诉争的劳动争议具有
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  二、当事人应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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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争议仲裁裁决的执行附录：相关法律规范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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