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二） 

（2006 年 7 月 10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393 次会议通过） 

为正确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结合民事审判实践，对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

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补充解释如下:  

第一条  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对下列情形，视为劳动法第八十二条

规定的“劳动争议发生之日”： 

（一）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支付工资争议，用人单位能够证明已经书

面通知劳动者拒付工资的，书面通知送达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用人单位不

能证明的，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 

（二）因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产生的争议，用人单位不能证明劳动者收到

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书面通知时间的，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

日。 

（三）劳动关系解除或者终止后产生的支付工资、经济补偿金、福利待遇等

争议，劳动者能够证明用人单位承诺支付的时间为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后的具

体日期的，用人单位承诺支付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劳动者不能证明的，解

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 

第二条  拖欠工资争议，劳动者申请仲裁时劳动关系仍然存续，用人单位以

劳动者申请仲裁超过六十日为由主张不再支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用人单

位能够证明劳动者已经收到拒付工资的书面通知的除外。 

第三条  劳动者以用人单位的工资欠条为证据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诉讼请

求不涉及劳动关系其他争议的，视为拖欠劳动报酬争议，按照普通民事纠纷受理。 

第四条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因劳动关系是否已经解除或者终止，以及应否支

付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产生的争议，经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后，

当事人依法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五条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后，请求用人单位返还其

收取的劳动合同定金、保证金、抵押金、抵押物产生的争议，或者办理劳动者的

人事档案、社会保险关系等移转手续产生的争议，经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后，

当事人依法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六条  劳动者因为工伤、职业病，请求用人单位依法承担给予工伤保险待

遇的争议，经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后，当事人依法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

理。 

第七条  下列纠纷不属于劳动争议： 

（一）劳动者请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发放社会保险金的纠纷； 

（二）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因住房制度改革产生的公有住房转让纠纷； 

（三）劳动者对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的伤残等级鉴定结论或者对职业病诊断

鉴定委员会的职业病诊断鉴定结论的异议纠纷； 



（四）家庭或者个人与家政服务人员之间的纠纷； 

（五）个体工匠与帮工、学徒之间的纠纷； 

（六）农村承包经营户与受雇人之间的纠纷。 

第八条  当事人不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预先支付劳动者部分工资

或者医疗费用的裁决，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用人单位不履行上述裁决中的给付义务，劳动者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九条  劳动者与起有字号的个体工商户产生的劳动争议诉讼，人民法院应

当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但应同时注明该字号业主的自然情况。 

第十条  劳动者因履行劳动力派遣合同产生劳动争议而起诉，以派遣单位为

被告；争议内容涉及接受单位的，以派遣单位和接受单位为共同被告。 

第十一条  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均不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同一裁决，向同

一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并案审理，双方当事人互为原告和被告。在诉

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撤诉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另一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继续

审理。 

第十二条  当事人能够证明在申请仲裁期间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客观原

因无法申请仲裁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申请仲裁期间中止，从中止的原因消灭之

次日起，申请仲裁期间连续计算。 

第十三条  当事人能够证明在申请仲裁期间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

院应当认定申请仲裁期间中断： 

(一)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 

(二)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 

(三)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 

申请仲裁期间中断的，从对方当事人明确拒绝履行义务，或者有关部门作出

处理决定或明确表示不予处理时起，申请仲裁期间重新计算。 

第十四条  在诉讼过程中，劳动者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人民

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经济确有困难，或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存在欠薪逃匿可能

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劳动者提供担保的义务，及时采取保全措施。 

第十五条  人民法院作出的财产保全裁定中，应当告知当事人在劳动仲裁机

构的裁决书或者在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生效后三个月内申请强制执行。逾期不申

请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解除保全措施。 

第十六条  用人单位制定的内部规章制度与集体合同或者劳动合同约定的

内容不一致，劳动者请求优先适用合同约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七条  当事人在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的具有劳动权利义务

内容的调解协议，具有劳动合同的约束力，可以作为人民法院裁判的根据。 

当事人在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主持下仅就劳动报酬争议达成调解协议，用人

单位不履行调解协议确定的给付义务，劳动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

可以按照普通民事纠纷受理。 



第十八条  本解释自二○○六年十月一日起施行。本解释施行前本院颁布的

有关司法解释与本解释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解释的规定为准。 

本解释施行后，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案件适用本解释。本解释施

行前已经审结的案件，不得适用本解释的规定进行再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