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劳动法》走过20年：职工有了护身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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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香阑 文/图

【关注】专题

今年1月1日， 《劳动法》 已实施20年。 无论是
硬件工程师吴建业、 导购员崔菁菁， 还是农民工张
少伟、 外地打工者徐德林， 抑或是其他更多的职工，
他们的合法权益之所以能够得到维护， 得益于 《劳
动法》 的诞生以及此后一系列劳动法律法规的不断
出台与完善。

实施第一年：
出台法规均涉及职工利益

“1995年1月1日生效的 《劳
动法》 奠定了整个劳动法立法领
域的框架， 而1995年也可以说是
劳动法领域立法的元年。 《劳动
法》 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出台， 重
塑了劳动关系， 助推了经济的发
展。” 知名劳动法律师、 擅长劳
动争议调解的北京兰台律师事务
所的程阳律师说。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
谢鹏鑫博士认为， 从历史地位来
看， 《劳动法》 的实施改变了过
去固定工 “铁饭碗” 的模式， 有
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调动员工
的积极性， 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发展， 成为劳动法制的重要
里程碑。 它在劳动法体系中处于
龙头地位， 除了构建起劳动者从
就业权、 报酬权、 社会保障权、
休息权的权利体系， 并落实了这
些权利外， 由贯彻和落实 《劳动
法 》 而面世的其他劳动法律法
规， 都为稳定和谐劳资关系发挥
了很大作用。

程阳律师告诉记者， 在 《劳
动法》 实施的第一年， 相继出台
了9个劳动方面的法律、 部门规
章， 其中有8个至今还有效。 梳
理这8个尚在运行的法规， 从工
作时间到工资支付， 从企业裁员
到职工患病或因工负伤， 以及劳
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和赔偿， 无一
不是关系职工切身利益的内容。
而在此后20年中， 《住房公积金
管理条例》、 《最低工资规定》、
《工 会 法 》 、 《职 业 教 育 法 》 、
《劳动合同法》、 《社会保险法》
等相关法律的出台， 都与职工的
合法权益息息相关。

最大亮点：
职工有了护身符

程阳律师说：“《劳动法》的最
大亮点是劳动者从此有了保护自
己权益的法律。 ”她告诉记者，《劳
动法》 的立法宗旨是为了保护劳
动者的合法权益。 《劳动法》一共
13章107条，作为母法的《劳动法》
搭建了促进就业和培训、 劳动合
同与集体合同，工作时间、休息休
假，工资福利、社会保险、劳动安
全卫生和特殊保护， 劳动争议解
决以及劳动监察的立法框架。 通
过这20年的发展， 从立法体系角
度讲， 劳动法领域的立法已经趋
于完善。当然，这不等于说用人单
位的利益就不保护了，《劳动法》

在侧重保护劳动者的同时， 还规
定了劳动者的许多应尽的义务，
比如完成劳动生产任务、 遵守劳
动纪律、 执行劳动安全卫生规程
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义务，其
目的是为了建立稳定和谐的劳动
关系。

谈到 《劳动法》 20年来的最
大贡献， 谢鹏鑫说： “我觉得它
在国家立法的层次上， 完善了我
国的人权保障体系， 保障了劳动
者的生存权、 发展权以及经济、
社会、 文化权利等， 提高了劳动
者的人权意识。” 比如以前职工
与单位发生纠纷， 通常是内部解
决， 但职工明显处于弱势地位，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往往很难得到
保障。 虽然也有一些保护职工权
益的法规， 但都散落在政策中，
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劳动争议
解决渠道不顺畅， 职工维权很困
难。

北京市二中院劳动争议审判
庭副庭长李馨告诉记者： “《劳
动法》 出台前， 关于劳动争议的
处理是依据1987年国务院颁布的
《国营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暂行规
定 》 （ 1993年 8月 1日 失 效 ） ，
1993年颁布的 《企业劳动争议处
理条例》 （2011年1月8日失效）。
实体法方面， 主要依据劳动部和
各地行政部门的一些规定与政
策， 并没有完善的法律体系。 这
时法院虽然审理过劳动争议案
件， 但数量不多。 《劳动法》 出
台后， 劳动者对维权有了初步认
识。 2008年实施 《劳动合同法 》
后， 职工的维权意识不断升温，
发生劳动纠纷后敢于与用人单位
对簿公堂， 法院接到的劳动争议
案件数量快速增长。”

“现在职工与单位发生劳动
争议后 ， 一般可通过协商 、 一
调、 一裁、 两审等程序来解决，
即劳资双方首先进行协商； 未达
成一致意见， 再由依法设立的调
解组织或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
会进行调解； 调解不成， 由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劳动争议
作出裁决； 双方或者一方不服仲
裁裁决的， 可向法院提起诉讼；
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还不服， 可上
诉至上一级人民法院。 2009年1
月， 二中院正式成立了劳动争议
审判厅， 截至2014年12月20日 ，
共结案22380件 ， 足见职工的维
权意识是多么强。” 李馨介绍。

系列劳动法规：
《劳动法》送给职工的大礼包

虽然 《劳动法》 内容多、 覆

盖面广， 但法条是原则性的， 可
操作性不强， 而由此产生的 《劳
动合同法 》 、 《就业促进法 》 、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 《劳动
争议调解仲裁法》、 《劳动合同
法实施条例》、 《企业职工带薪
年休假实施办法》、 《社会保险
法》、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
定》、 《劳务派遣暂行规定》 等
一系列劳动法律法规， 为劳动者
维权提供了具体法律依据， 成了
《劳动法》 送给职工的大礼包。

去年12月31日， 食品公司导
购员崔菁菁的劳动合同期满， 单
位不想跟这个已怀孕8个多月的
职工续签合同。 工会调解员告诉
单位领导， 《劳动合同法》 第45
条规定： 劳动合同期满， 如果女
职工在孕期、 产期、 哺乳期的，
劳动合同应当延续至相应的情形
消失时终止。 所以， 公司不能与
怀孕的崔菁菁终止劳动合同， 而
应当续延至她生完小孩并哺乳期
满为止。 经调解， 公司同意了。

崔菁菁能继续在食品公司工
作， 依据的是 《劳动合同法》 的
条款。 “此法是 《劳动法》 的子
法， 它重新塑造了劳动领域新的
规则， 确立了劳资之间的法律关
系， 开启了一个劳资关系的新格
局。” 程阳律师这样评价 《劳动
合同法》。

在2014年北京市各级工会和
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受理的近3万
件法律援助、 劳动争议调解案件
中， 记者发现无论是调解结案的
还是仲裁委裁决、 法院判决的，
绝大多数案件都与 《劳动合同
法》 有关。 可见， 该法已成为职
工维权不可或缺的一部法律。

职工生病要去医院治疗， 解

除劳动关系就可能失业， 到了一
定年龄要退休， 这些内容在 《劳
动法》 中虽有规定， 但只是个框
架， 而从2011年7月1日起施行的
《社会保险法》 详细规范了这些
内容， 它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保险
制度的综合性法律， 建立起覆盖
所有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正在北京打工的、 48岁的甘肃籍
农民工张少伟对记者说： “单位
现在每个月都给我缴纳社会保
险， 以后能像你们城市人一样退
休领工资， 这是我做梦都没想到
的。”

在一家物业公司工作的赵
莹 ， 入职一年多但工龄已满15
年， 可单位规定每位职工每年只
能休5天年假。 她对此不服申请
了劳动仲裁， 仲裁委裁决单位向
她支付未休5天年假的工资补偿
1200元。

《劳动法》 规定国家实行带
薪年休假制度 。 2008年施行的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 规定除
正在实习尚未建立劳动关系或者
已经退休又被返聘的人员外， 其
他职工都享受带薪年休假， 以维
护职工的休息休假权利， 而赵莹
就是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 的
受益者。

推进工伤保险制度改革：
为职工撑起保护伞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 职工
在工作过程 、 出差 、 上下班途
中， 有可能会受到伤害。 在 《劳
动法》 的诸多子法中， 《工伤保
险条例》 是专为保障工伤职工而
设立的， 被人称为给职工撑起的
保护伞。

去年3月， 入职半个月的建
材厂职工赵文才因公受伤， 后认
定为工伤、 九级伤残。 半年后，
双方解除劳动关系， 但对工伤补
偿事宜未达成一致意见。 经工会
指派律师帮其维权， 赵文才近日
得到单位支付的一次工伤医疗补
助金、 一次伤残就业补助金、 停
工留薪期间工资等共计9万元。

擅长工伤理赔的北京市常鸿
律师事务所陈剑峰律师说： “赵
文才等工伤职工能依法获得工伤
保险待遇， 得益于工伤保险法律
法规的不断完善。”

《劳动法》 出台后 ， 为了配
合该法的贯彻实施， 推进工伤保
险制度的改革， 劳动部于1996年
8月发布 《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
行办法》， 要求工伤保险实行社
会统筹， 设立工伤保险基金， 对
工伤职工提供经济补偿和实行社
会化管理服务； 企业必须按规定
参加工伤保险， 按时足额缴纳工
伤保险费， 保障职工的工伤保险
待遇。

针对当时一些单位发生工伤
事故后企业不愿为职工申请认定
工伤的情况， 《企业职工工伤保
险试行办法》 规定， 工伤职工或
其亲属可自行向当地劳动行政部
门提出工伤保险待遇申请， 企业
拒绝在申请上签字的， 工伤职工
或其亲属可以直接报送。 对于工
伤职工本人或其亲属没有可能提
出申请的， 可由本企业工会代表
工伤职工提出申请。

陈剑峰律师介绍： “2004年
1月1日， 国务院颁布的 《工伤保
险条例》 正式实施。 这是我国在
工伤保险方面的第一部行政法
规， 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随后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陆续出台了实施
意见和管理办法。 就这样， 工伤
方面的法律法规逐步纳入了法制
化建设的轨道。” 对于职工认为
是工伤而企业认为不是工伤、 劳
动者又难以举证的老大难问题，
条例规定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
任， 这为处理工伤纠纷提供了有
效的解决之道。

2011年1月1日，修改后的《工
伤保险条例》实施，它是《社会保
险法》 颁布后第一部修订的配套
法规， 它不但扩大了工伤保险的
适用范围、简化了工伤认定程序，
还提高了工伤保险待遇。 “《劳动
法》实施的20年，也是工伤保险法
律逐步规范完善的过程， 既体现
了政府关心民生， 又使工伤职工
有了保护伞，对稳定社会秩序、完
善社会保障是一个巨大进步。 ”陈
剑峰律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