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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几年前曾经看到一篇很有意思的报道，有关部门在一次普法活动中对普通老百姓进行问卷调查，
其中有一项是：你所知道的法律法规有哪些?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劳动法》远超《宪法》、《刑法》
、《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显法”而居于榜首。很多人都知道的一个关于《劳动合同法》的故
事是，《劳动合同法（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里收
到了19万多条意见。而另一部备受瞩目、历经波折，炒得沸沸扬扬的《物权法》总共才收到一万多条
意见。《劳动合同法》因此也成为立法向社会征求意见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其出台后被公共舆论称
为“推进立法民主化的又一标志性事件”。社会公众为什么对《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如此关注?
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我想，道理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我们都是劳动者，我们当然最重视我
们安身立命的劳动权以及劳动权的保护。　　我们人类社会的存在，以劳动作为基础。但是现代社会
，因为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劳动主要以社会就业的方式进行。这样，在我们大家进行劳动的时候，就
无法避免地要发生劳动就业的法律关系，在这个法律关系中，一方是劳动者，另一方是用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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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劳动争议诉讼特别程序原理》除序、导论、余论、参考文献和后记以外，正文部分共分为11章，其
主要内容如下：第1章分析了劳动争议与劳动争议诉讼的若干基本范畴。第2章研究的是劳动争议诉讼
的程序构造与价值蕴涵。第3章研究的是劳动争议诉讼的主管与管辖问题。第4章考察了劳动争议诉讼
的审判机构。第5章探讨了劳动争议诉讼的正当当事人问题。第6章探讨了劳动争议诉讼的证明责任问
题。第7章论述了劳动争议诉讼的一般原理，尤其是若干程序制度的设置，希望通过程序制度的完善
来加强对劳动者诉权的保障。第8章研究了劳动争议诉讼程序中的临时性救济问题。第9章专门研究了
劳动争议诉讼调解程序。第10章探讨了在劳动争议诉讼中运用多元化的诉讼机制的必要性问题。第11
章对劳动争议诉讼与劳动争议仲裁的关系展开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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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6章　劳动争议诉讼的证明责任问题　　证明责任历来被认为是证据制度的核心内容，堪称是
民事诉讼制度中永恒的主题。劳动争议作为民事案件，除具有一般民事法律关系所具有的平等性外，
还具其特有的隶属性等特点。在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一方是管理者，劳动者一方是被管理者，两者
之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在举证能力上也有明显的差别。如何科学合理地分配证明责任，直接关系到
劳动争议当事人尤其是劳动者在诉讼过程中是否处于有利地位。　　6.1　我国劳动争议诉讼证明责任
分配的现行规则　　在我国《劳动法》、《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和《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中，关
于劳动争议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并没有很明确的规定。在2001年《解释》出台以前，法院审理
劳动争议案件普遍采用同其他一般民事案件相同的证明责任规则——法律要件分类说。C 1 3然而，劳
动争议的当事人双方主体地位实质上的不平等，致使劳动争议与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民事争议存在质
的区别。在这两种诉讼的处理过程中，适用同样的证明责任规则显然不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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