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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E_90_E5_8A_B3_E5_c122_480321.htm 劳动维权即劳动者与

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其合法权益 受到侵犯时，维护自已

合法权益 的各项活动。在我国，劳动维权主要分两种，一是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协商，交涉，或找第三人调解，或用其他

方式私下解决，不通过国家有关部门。另一种是劳动者向有

关部门投诉，请求有关部门查处或提起劳动仲裁，向法院起

诉，借助于国家司法行政力量加以解决。 建国以来，我国劳

动维权工作取得了较大成效，相继制定了一系列劳动法律法

规，尤其是在1994年制定了调整劳动关系的基本法律《劳动

法》，以此为标志，劳动法这一部门法初步建立，劳动法律

法规不断完善，劳动维权机构逐步建立，形成了一整套系统

的劳动维 权机制。劳动维权有了法律上和组织上的保障，为

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这种

劳动维权机制和相应的劳动法律法规多是建立制定在计划经

济年代的，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私营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

及国企改制等多种原因，原有的维权机制已不能适新形式下

劳动维权工作，劳动维权遇到了相当大的障碍。劳动者维权

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地位

极不平等，用人单位有绝对的主导权利，劳动者不可能通过

与用人单位协商来进行维权。我国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和劳

动者是地位平等的劳动法律关系主体，双方在合法平等自愿

的基础上可以就劳动条件，工资待遇，工作时间，休息休假

，社会保险等有关问题等进行协商，签定劳动合同，借以维

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变更，中止劳动合同须双方协商一致



方可进行等，双方发生劳动争议，劳动者可与用人单位进行

协商来解决。但是现实生活中，劳动者为用人单位打工，处

于用人单位的控制支配之下，根本没有发言权，只能被 动接

受用人单位的摆布，双方的平等地位得不到任何体现。 二是

劳动者投诉举报困难。我国劳动法规定，劳动者合法权益受

到侵犯后，有权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以维护自已的合法权

益。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劳动者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后，

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存在困难，要么不知道到哪里投诉，即

使投诉的，多没有回音，个别工作人员态度生硬，工作不负

责任，推诿扯皮，不作为，滥作为，有的处理轻描淡写，劳

动者的投诉举报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处理，很难借此来维护自

已的合法权益。 三是劳动仲裁难，起诉难。我国劳动法规定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可以提起劳动仲裁，向人

民法院起诉，但是，由于我国的劳动法律法规给劳动仲裁给

予了较多的限制，如时效期只有60日，劳动者维权须先提起

劳动争议仲裁，不提起劳动仲裁的，不能向法院起诉。劳动

仲裁程序繁杂，效率低下，仲裁期限较长，不能有效地维护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四是有关地方政府部门出于地方利益或

部门利益，人为的干扰劳动执法工作，对劳动者依法维权百

般阻挠，给劳动者依法维权也造成了一定的障碍。正因为劳

动维权艰巨困难，严重打击了劳动者依法维权的积极性，而

用人单位违法所的远远高于其违法成本，那些不法用人单位

便肆意侵犯劳动者利益，以图获得暴利。现在，劳动者权益

受到侵害已成为一个普遍而严重的社会问题，给劳动法的权

威造成了严重的挑战，侵犯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还造成了

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影响了社会稳定。 那么这种社会现象是



怎么样造成的，出路在何方呢？本人对之作了一番探讨，有

不当之处敬请各位网友批评指正。 其一在于我国的法律法规

规定不完善，立法有待健全。我国劳动法规定了劳动者享有

广泛的权利，如休息权，休假权，健康权，获得报酬权，社

会福利保障权，提请争议处理权等。但是对于如何保证劳动

者依法享有这些权利，却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手段；对于违

反劳动法，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如何处理，应当承担

什么 样的法律责任，缺乏有效的法律条款。 如依法获得劳动

报酬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权利。我国劳动法规定，工资应当以

货币形式按月足额支付，不得无故拖欠，无故拖欠克扣劳动

者工资的，劳动者还可以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并给予相应的经

济补偿。但是在我国，用人单位侵吞克扣劳动者工资仅需承

但相应的民事责任，而这些民事责任只能通过劳动仲裁，诉

讼来实现，实施起来难度很大，成本较高，不足以制约用人

单位，用人单位的违法成本极为低下，而其违法所得却是惊

人的，这就使得那些不法用人单位想法设法来拖欠克扣劳动

者工资，这也是近些年来，工人工资尤其是农民工工资拖欠

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 。 另，我国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依

法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这是用人单位的一项法定义务。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一些用人单位为了躲避其应付的法律义

务，逃避责任，往往拒绝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大多数劳

动者择业困难，处于弱势地位，也只能任由用人单位摆布。

是否签定劳动合同，取决于用人单位，多数劳动者没有选择

的余地。不签劳动合同的责任不在劳动者而在于用人单位。

我国劳动法只是规定了用人单位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的义务，没有规定用人单位拒绝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所应



付的法律责任。这就使得那些用人单位有恃无恐，拒绝与劳

动者签定劳动合同。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则没有证据证明双

方存在劳动关系，劳动者合法权益被侵犯，进行维权也因没

有签订劳动合同而处于不利的法律地位，最后吃亏的还是劳

动者。 再比如，劳动法规定，劳动者享有社会保险方面的权

利。如用人单位必须与劳动者办理养老，工伤，医疗，女职

工生育，住房公积金等社会保险。这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

，也是劳动者依法享有的基本权利，但是由于我国法律法规

没有规定具体实施，保障办法，对于部分用人单位拒绝为劳

动者办理社会保险的行为，没有相应的处罚，监督制约措施

，许多用人单位为了所谓的经济效益，便拒绝为劳动者办理

各项社会保险，已经办理的，则想方设法克扣，拖欠甚至取

消社会保险，逃避其应付的法定义务，致使劳动者的这一权

利受到严重侵犯，难以实现。在农民工聚集领域，这一权利

更是难以体现。 又如，我国劳动法对未成年人，妇女，孕妇

等给予了严格的保护，如不得招用不满16岁的未成年人参加

劳动，已满16岁的未成年人参与劳动，应当报劳动部门备案

，未成年人不得进行重体力劳动，应当给予定期体检。妇女

享有产假，孕期，哺乳期，经期不得从事重体力劳动，不得

从事低温劳动，妇女在孕期，哺乳期不得从事夜班劳动，不

得安排加班，妇女在哺乳期孕期，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

同等，这些都是极富人性化的规定，休现了国家对劳动者的

关怀，但对于如何执行均缺乏相应的保障条款，用人单位拒

不执行的，也缺乏相应的处罚措施，致使国家对这些弱势 群

体的关怀仅仅停留在文字上，普遍没有得到惯彻实施，谁之

过？用人单位自然是罪责难逃，但我国法律规定不完善，缺



乏相应的制约措施，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我认为，应

当修改劳动法，对于各种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都应

当规定严历的处罚措施，加大对用人单位违反劳动法行为的

惩处力度。对于用人单位违反劳动法，侵 犯劳动者的合法权

益的各种行为，除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外，还应当承担

严重的行政责任，给予适当的行政处罚，如罚款，责令停业

整顿，吊销营业执照等。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还应依法追

究其刑事责任。加重用人单位的违法成本，从重从快严厉查

处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案子，以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

益。 我认为，必要时还可以考虑修改刑法，给那些恶意欠薪

，克扣，侵吞劳动者工资的，强迫劳动者劳动，给劳动者提

供的劳动条件恶劣，严重侵犯劳动者身身体健康，造成严重

后果的，或者说劳动者的工作环境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缺乏

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造成严重后果的黑心老板，依法追究

其刑事责任。日前，深圳市对于那些恶意欠薪的黑心老板依

法给予了刑事拘留，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给那些黑心老

板们振动很大，很多欠薪老板迫于法律的威力，纷纷自觉清

缴欠薪，使广大劳动者扬眉吐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第

二在于我国的劳动执法力度不强，执法力量薄弱。我国的劳

动执法部门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除了担任劳动执法任务

之外，还兼负着职业技能签订，再就业，职业介绍，劳动争

议仲裁，社会保障等许多繁杂事务，经费，人员有限，很难

抽出足够的人力，物力进行劳动执法。当前，劳动违法行为

极为突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犯，有必要强化劳

动执法，扩充执法队伍，给予必要 的经费器材保障，使劳动

执法队伍有能力，有财力进行执法。 如果条件许可，我建议



成立劳动行政执法局，专门负责劳动执法，对劳动力市场和

用人单位进行有效临管。 首先，对用人单位实行劳动用工许

可证制度，用人单位招工用工，必须向劳动执法部门审请，

经审查，符合劳动用工条件的，发给劳动用工许可证，方可

招工，用工。对于没有获得劳动用工许可证，私自招工用工

的，视为违法行为，严厉查处。国家应当制定相应的劳动用

工许可证的发放标准，如必须和劳动者签定劳动合同，劳动

合同内容必须合法，如用人单位给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条件劳

动保护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必须给劳动者提供必要劳动保护

，劳动者工作环境必须符合安全规定，不得存在重大安全隐

患，劳动者的工资应当能够保证按时发放，用人单位必须为

劳动者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险等。符合条件的由劳动执法部门

发放劳动用工许可证，用人单位凭此方可招工用工。 同时，

对取得劳动用工许可证的用人单位进行长期临管，将用人单

位置于劳动执法部门严密的监管之下。开展定期不定期的执

法检查，劳动者权益维护较好的单位给予表扬，奖励。对于

发现的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则应当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

的处罚，对于屡次违反劳动法，严重侵 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

用人单位，还可以考虑取消其劳动用工许可证，取消其招工

用工的资格，使那些违法用人单位无法招工，无法用工，难

以经营，让他们为他们的违法行为付出高昂的代价，使他们

不敢，不能违反劳动法，以维护劳动法的权威，维护劳动者

的合法权益。对于违法情节严重，性质恶劣，触犯刑法的，

还应当移交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具体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此外

，还应当建立，完善举报制度，设立举报电话，举报信箱，

在劳动者聚集的地方设立固定的举报点，通过网络，广播，



电视等途径多渠道广泛受理各项投诉。劳动执法部门应当强

化劳动执法。劳动法作为调整劳资关系的基本法律，规定劳

动者的权利是多方面的，不仅有获得报酬权，还有许多其他

的权利，比如休息休假权，健康权，提起争议权，社会保险

的权利等，只要是劳动法律，法规规定的权利，劳动执法部

门都要坚决维护，用人单位违反了，都应当依法追究其法律

责任。 此外，还应当建立严格的制约监督机制和责任追究机

制，对劳动执法人员进行监督制约。对于劳动违法案件应当

作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对于受理的举报案件，建立严格

的责任制，要百分之百受理，百分之百依法处理，百分之百

在规定的期限内查处完毕并回复当事人。对于不依法履行职

权，不作为，滥作为，推诿扯皮，吃拿卡要当事人的，或者

超过规定期限仍未查处的，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

具体责任人，同时还应当追究有关领导的领导责任。对于劳

动执法人员因失职渎职，推诿扯皮，不作为，滥作为造成严

重后果，触犯刑法的的，还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劳动者维

权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的有关劳动者的维权救济途

径存在漏洞，给劳动者依法维权造成了障碍。根据我国劳动

法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应当自劳动争议

发生之日起60日内向当地劳动仲裁部门提请劳动冲裁，对仲

裁结果不服的，方可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 在这里，把提请

劳动仲裁作为向法院起诉的必要前置程序，也就是说必须先

提请劳动仲裁，只有对劳动仲裁结果不服的方可向法院提起

诉讼。而广大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法律意识淡薄，在发生

劳动争议后，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与用人单位进行交涉，找

人说合，央求用人单位解决，根本没有打官司的习惯，只有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会想起通过法院起诉来解决问题。殊

不知不提请仲裁，连到法院起诉的资格都没有，只好再提请

劳动仲裁，增加了中转环节，不利于劳动者维权。而且劳动

仲裁的时效期又过短，只有60日，善良的劳动者想起仲裁时

，怕是早已过了时效期，失去了法律保护的机会。这样就陷

入了维权无门，有理无处申，有冤无处诉的悲惨境界。即使

在60日的仲裁时效期内提请劳动争议，还要经过仲裁。而我

国当前的劳动仲裁制度存在着费用高，程序复杂，举证困难

等种种蔽端，给劳动者依法维权造成了极大障碍。经过仲裁

，对于仲裁结果不服的，才能向法院起诉，再经过程序繁杂

的诉讼，劳动者即使胜诉也往往是精疲力竭，耗费了大量的

人力，物力，财力，高昂的诉讼成本令劳动者举步维艰望而

却步，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护就成了一句空话。 笔者愚见，

应当改革我国的劳动者维权机制。首先应当将劳动争议的时

效期延长为2年，避免因时效期过短对劳动维权不利。另应当

改革我国的劳动维权程序，取消把提请劳动争议仲裁作为向

法院提请诉讼的前置程序。维权时是采取仲裁还是到法院提

起诉讼应当由劳动者自已决定，减少中转环节。另外，应当

改革我国的劳动争议仲裁制度。有些专家学者曾提议取消劳

动争议仲裁，这种方法也有失偏颇。仲裁是为一种处理当事

人争议的一种有效方式，较之法院审理，具有程序简单，费

用低廉，充分体现当事人的自愿性，便于当事人的遵守，有

利于执行等多种优点，当初，我国设立劳动争议仲裁的目的

就是充分发挥仲裁的种种优点，快速有效解决劳动争议，降

低劳动者的维权成本。但遗憾 的是，在现行的劳动争议仲裁

中，这些优势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反而成为劳动者维权的



障碍。基于此，我认为，应当改革我国的劳动争议仲裁机制

，充分发挥其快捷，方便，灵活，费用低廉的特点，吸引劳

动者主动提起劳动仲裁，使之更好地为劳动者服务其次应当

改革仲裁组织的审理期限，对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应

当场裁决，一般劳动争议我认为应当在一星期内处理完毕，

对于疑难复杂的劳动争议案件则必须在一个月内处理完毕。 

同时，应当改革收费制度，现行的收费制度是谁提起，谁缴

费，而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且发生劳动争议后，大多经济

陷入困境，难以支付高昂的仲裁费用。而用人单位多处于强

势地位，财力雄厚，且大多数劳动争议因用人单位引起，我

建议对于仲裁费用应由用人单位先行垫付，这样对用人单位

不至于造成在太大的负担，而对于劳动者来说，则可能是雪

中送炭，可以避免劳动者因无钱交纳费用而无法维权。在争

议解决后则由败诉方承担。另外，劳动争议仲裁应当降低收

费，对于缴费确有困难的劳动者应当制定相应的费用减免措

施，绝不能因没有钱缴费而将劳动者关在仲裁大门之外。在

提倡以人为本的今天，如果财力允许的话，可以考虑取消仲

裁收费，以方便劳动者维权。此外还应当简化程序，使之更

加快捷，便利地为广大劳动者服务。 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

关，是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最后一道屏障，如果有可能的

话，我建议法院设立专门的劳动法庭，抽调精兵强将，专门

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对于已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应当在法

定的时效期内快速结案。对于生效的劳动争议的判决裁定应

当采取强有力的执行措施，尽快执行。对于因拖欠劳动者报

酬及医药费等使劳动者生活陷入困境的，则可以先予执行。

对于有履行能力拒不履行法院已生效的判决裁定的有关当事



人，给以司法拘留等强制措施，确保法院判决裁定依法得到

履行。 劳动者维权困难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部分地方领

导片面强调发展经济，忽视了对劳动者权益的维护。有的地

方为了招商引资，不惜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如有的地方

就公开承诺，只要来投资，可以不给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

还有的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干扰阻挠劳动执法，一味偏

袒用人单位，对于用人单位侵犯劳动者的种种不法行为装聋

作哑，不闻不问。而劳动者稍一维权，便横加干涉，无理指

责他们不顾大局，破坏稳定，对之百般阻挠，甚至动用司法

力量进行震压。正是在部分地方政府或明或暗的庇护下，那

些不法用人单位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不惜牺牲劳动者的

合法权益，拖欠克扣甚至侵吞劳动者的工资，延长劳动时间

，强迫劳动者加班等种种恶劣手段，侵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他们 的利润是建立在广大劳动者的血与汗的基础上的。而

这一切又都与个别地方政府领导指导思想的失误不无关系。 

其实邓小平同志指的发展指的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而是指经

济社会全面发展，既要国民经济的增长，也要人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胡锦涛同志创造性的提出了科学的发展观和创建和

谐社会和以人为本的口号，其根本就是要维护劳动者的合法

权益，改善劳动者待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建立和谐的劳

动关系。各级党委，人大政府应当把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提

高到建设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高度来，树立科学的发展观

，正确的政绩观。要把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与发展经济提高

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建立科学的考评机制，把维护劳动

者合法权益作为考评各级党政干部政绩的一个重要指标，作

为评先，提升的一个重要依据。各级党政机关对劳动者维权



工作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支持劳动执法部门依法执法，并

给予必要的资金，政策，器材支持，对于劳动者维权工作中

暴露出来的问题应当积极加以协调解决。同时，有关部门应

当建立相应的法律援助制度，降低案件收费，对于确实有困

难的劳动者则制定相应的减免方案，对于法律知识淡溥，生

活贫困，没有钱请律师的劳动者则可以指定律师为他们免费

代理，让那些生活贫困，没有钱打官司的的劳动者也打得起

官司，打得赢官司。 工会作为作为广大劳动者的娘家人，应

当坚定不移的站在劳动者一方，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维护

给予强有力支持。当前许多农民工，私营企业的打工者普遍

没有加入工会，我们各级工会应当将他们吸收他们加入工会

，壮大工会力量，团结起来，集体维权。组织劳动者进行各

项活动，对劳动者进行法制培训，帮助他们 提高法制观念，

提高依法维权的意识。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各级工会

应当给予坚定的支持，出面与用人单位协调，向有关政府部

门汇报反应，向媒体曝光，呼吁。支持劳动者提起劳动仲裁

，起诉。各级工会应当积极开展各项调研，听取，反映劳动

者的心声，对于在调研中发现的各种侵犯劳动者权益的行为

，向有关部门通报，督促解决，对于发现的共性问题，则向

有关部门反映，统筹解决。各级，妇联，共青团及报纸广播

，电视等新闻媒体和其他相关社会团体也应当在各自职责范

围内高度关注劳动维权工作，对于劳动者在维权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给予高度关注，给他们以必要帮助，呼吁合全社会共

同关注劳动维权工作。 劳动者是社会的主人，是社会财富的

创造者，理应得到全社会的尊重，对他们合法权益的侵犯是

对劳动者的极大的不尊重，也是对法律，公平，正义的践踏



。在强调以人为本，创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保护劳动者的合

法权益，建立合谐的劳动关系显得尤其重要。让我们大家共

同行动起来，为且实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作出自己应有的贡

献。 （作者：谢政敏，河南豫联集团中孚电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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