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节  劳动争议处理的基本程序 

 

知识点名称 重要程度 

1.劳动争议处理机构 ★★ 

2.劳动争议调解 ★ 

3.劳动争议仲裁 ★★★ 

 

一、劳动争议处理机构 

（一）调

解 

组织 

（1）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 

①委员会由职工代表和企业代表组成 

②职工代表由工会成员担任或者由全体职工推举产生，企业代表由企业负责人指定 

③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主任由工会成员或者双方推举的人员担任 

④由于调解程序并不是处理劳动争议的必经程序，用人单位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自主决定是否

设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 

（2）其他调解组织。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还可以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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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调解 

（二） 

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委员

会 

（1）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是国家授权依法设立的，代表国家行使仲裁权并由国家强制力

保证其生效裁决实施的，由劳动行政部门代表、工会代表和企业方面代表组成处理劳动争议

的仲裁机构 

（2）仲裁委员会之间并不具有行政隶属关系 

（3）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由三方代表组成，体现了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和政

府的“三方原则”，同时也决定了仲裁委员会的性质以及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 

（三） 

人民 

法院 

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劳动争议案件由各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庭按照《民事诉讼

法》规定的普通诉讼程序进行审理 

 

二、劳动争议调解 

劳动争议调解是指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对企业一方与劳动者一方发生的劳动争议，以国家的劳动法律法规为

依据，以民主协商的方式，使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消除劳动纠纷 

（一） 

劳动争议

调解的原

则 

（1）自愿原则：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遵循双方当事人自愿原则进行调解。经调解达成协议

的，制作调解协议书，双方当事人应当自觉履行；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在规定的期限内，可

以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2）民主说服原则：在调解劳动纠纷时，主要运用国家的法律，运用民主讨论、说服教育的

方法，在双方认识一致的前提下，动员其自愿协商后达成协议 

（二） 

调解员 

调解员依法履行调解职责，需要占用生产或者工作时间的，企业应当予以支持，并按照正常

出勤对待 

（三） 

劳动争议

的协商 

（1）一方当事人提出协商要求后，另一方当事人应当积极作出口头或者书面回应。五日内

不作出回应的，视为不愿协商 

（2）协商的期限由当事人书面约定，在约定的期限内没有达成一致的，视为协商不成 

（3）当事人可以书面约定延长期限。协商达成一致，应当签订书面和解协议。和解协议对双



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应当履行 

（四） 

劳动争议

的调解 

（1）企业应当依法设立调解委员会 

（2）调解委员会由劳动者代表和企业代表组成，人数由双方协商确定，双方人数应当对等。

劳动者代表由工会委员会成员担任或者由全体劳动者推举产生，企业代表由企业负责人指

定。调解委员会主任由工会委员会成员或者双方推举的人员担任 

（3）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可以口头或者书面形式向调解委员会提出调解申请 

（4）经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由调解委员会制作调解协议书 

（5）调解委员会调解劳动争议，应当自受理调解申请之日起 15 日内结束。但是，双方当事

人同意延期的可以延长。在规定期限内未达成调解协议的，视为调解不成 

（五） 

调解协议

的法律效

力 

（1）生效的调解协议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应当履行。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调解

协议生效之日起 15 日内共同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审查申请 

（2）因支付拖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事项达成调解协议，用人单位

在协议约定期限内不履行的，劳动者可以持调解协议书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人民法

院应当依法发出支付令 

 

三、劳动争议仲裁 

（一）劳动

争议仲裁的

概念 

劳动争议仲裁是指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发生的争议依法做出

裁决的活动 

仲裁程序是处理劳动争议法定的必经程序 

（二）劳动

争议仲裁委

员会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由劳动行政部门代表、工会代表和企业方面代表组成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是单数 

职责：①聘任、解聘专职或者兼职仲裁员；②受理劳动争议案件； 

③讨论重大或者疑难的劳动争议案件；④对仲裁活动进行监督 

（三）仲裁员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设仲裁员名册。仲裁员应当公道正派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①曾任审判员的 

②从事法律研究、教学工作并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 

③具有法律知识、从事人力资源管理或者工会等专业工作满 5 年的 

④律师执业满 3 年的 

 

（四）劳动争议仲裁程序 

第一，

申请仲

裁的时

效期间 

 

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是 1 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一年内，超期将不

受理。补充三项规定： 

（1）仲裁时效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①一方当事人通过协商、申请调解等方式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的 

②—方当事人通过向有关部门投诉，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申请支付令

等方式请求权利救济的 

③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的 

（2）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 

因不可抗力或者有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劳动者的法定代理人未确定等其他正



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法定 1 年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 

（3）劳动报酬争议的仲裁时效，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

裁不受仲裁时效一年期限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

提出（若有用人单位的工资欠条为证据直接起诉，按普通民事纠纷） 

第二，

提出书

面仲裁

申请 

提 出

申请 

应当提交书面仲裁申请，并按照被申请人人数提交副本。劳动争议当事人提交申诉书

时，要按照被诉人数提交副本 

书写仲裁申请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申请，由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记入笔录，并

告知对方当事人 

材 料

审核 

材料齐备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应当出具收件回执 

材料不规范不齐备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应当当场或者在 5 日内一并告知当事

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