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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你们出面， 我和单
位还掐架呢， 不知啥时候能拿到
钱 。 ” 李 某 拉 着 调 解 员 的 手 ，
感激地说。 职工李某在离职时，
因工作年限和补偿金与单位发生
了分歧， 向劳动争议调解中心申
请了调解。 在劳动争议调处联动
机制的协调下， 李某顺利拿到满
意的补偿。

这是劳动争议调解联动机制
处理的25.7万件劳争案件之一 。
北京市总工会于2009年牵头成立
了劳动争议调解联动机制。 十年
来， 北京市各级工会组织多措并
举， 不断加强工会三级法律服务
体系建设， 形成了工会劳动争议
调解工作网络全覆盖， 并创造性
地建立社会各部门多方参与的劳
动争议调解联动机制， 打造一支
具有丰富劳动法律业务经验的律
师团队， 使诸多劳动争议化解在
基层、 解决在萌芽状态。

成立： 六方多家联动应
对职工维权新形势

2009年 ， 随着 《劳动合同
法 》、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
等法律法规的出台， 北京市劳动
争议案件大幅攀升， 案件总量超
过了过去十年同类案件的总和，
仲裁部门和法院审理案件的压力
不断加大， 职工维护合法权益的
诉求得不到有效解决， 严重影响
了首都和谐劳动关系的建设。 面
对这种形势。 2009年， 北京市总
工会按照 “调整适应 、 改革创
新” 的方针， “预防为主、 基层
为主、 调解为主” 的原则， 牵头
成立了劳动争议调解联动机制，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总权益工
作部， 法律服务中心配合权益工
作部推动联动机制的建设。

2009年， 市总工会、 人保局
和司法局建立了劳动争议调解三
方联动机制 ， 形成了 “政府指
导， 工会牵头， 各方联动， 重在
调解， 促进和谐” 的工作格局。
2010年———2014年市信访办、 市
高院、 市企联、 首都综治办、 市
公安局内保局和市工商联相继加

入联动机制， 形成了劳动争议调
解六方多家联动机制。

联动机制还依托工会三级服
务体系， 在市、 区职工服务中心
相继设立了劳动争议调解中心，
在街道乡镇工会服务站建立劳动
争议调解室。 与此同时， 工会大
力推进产业和企业的劳动争议调
解组织建设。

十年来， 市总工会建立了产
业劳动争议调解中心1家， 覆盖
服务 、 交通运输 、 建筑 、 工业
（国防） 四大产业， 局总公司和
企业集团建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
会106家， 企业建立调解委员会
12286个 。 区域性调解组织和企
业调解组织网络化格局形成。

落实 ： 19家律所补充
调解队伍

为确保劳动争议调解联动机
制落到实处， 劳动争议调解联动
机 制 建 立 定 期 会 议 制 度 和 重
大 事 项 会商制度 ， 联动各方召
开多次全市推进工作大会， 制定
下发了一系列指导劳动争议调解
工作文件。

针对工会维权力量相对较弱
的情况， 市总工会与市司法局合
作 ， 引入社会化维权力量 ， 以

“购买服务” 的方式公开招聘了
19家律师事务所。 工会干部、 公
职律师、 兼职仲裁员和社会律师
形成了一支优势互补、 结构合理
的专业化调解员队伍。

市总工会向律所平均每年支
付15万元的基础服务费。 市、 区
两级工会从人、 财、 物等各方面
加大支持力度， 并争取到了市社
工委、 市财政等部门的支持， 自
2012年第4季度起调解案件补贴
全部纳入市、 区两级财政预算。

维权 ： 10年处理25万
余调解案件

“从运行了 10年的数据来
看， 联动机制快速化解争议， 维
护了职工的合法权益， 得到了职
工和企业的信赖。” 市总工会法
律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介绍。

以李某一案为例 。 2017年 ，
某企业职工李某走进了劳动争议
调解中心大门。 原来， 他在2013
年10月进入甲公司工作 。 2015
年 ， 公司被乙公司收购 。 2017
年， 李某离职时， 公司坚持只给
李某两个月的补偿， 不肯连续计
算他在甲乙两家公司工作的年
限， 这令李某十分不满。 公司却
吐槽说， 李某不胜任工作， 办理

离职期间消极怠工、 不肯协商。
解除合同是被迫的。

调解员是一名专业律师。 他
两头进行劝导， 把法律的规定一
一向双方进行解读， 尤其是在看
了公司的购买协议和职工的劳动
合同后 ， 调解员专门向公司说
明， 职工的工作年限在公司资产
购买协议里有明确约定， 应连续
计算李某在两个公司的工作年
限。 最终， 公司在调解员的解释
下， 依法支付了李某四个月的离
职补偿。

在一起刚入职女职工就怀孕
请假的案件中， 劳资双方的矛盾
很深。 企业对于女职工刚刚培训
完就休产假、 病假， 一年多都不
能到岗上班的行为非常反感。 而
且认为陈某休假已经导致公司业
务大量流失。 女职工陈某对单位
拖延支付其生育津贴的行为也很
气愤， 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
单位的侵害。 因为双方协商没有
结果， 女职工陈某来到海淀区劳
动争议调解中心申请调解。

调解员告诉公司， 法律只规
定了产假的下限， 并没有规定产
假的上限。 陈某在生育后由于身
体原因未能及时回到岗位上工
作 ， 并不能认定陈某旷工 。公
司以 此 为 由 不 按 时 足 额 发 放
工 资 的 行为是违法的。 在调解
员的努力下，双方化解了积怨，达
成一致意见，公司同意支付女职
工陈某生育津贴18000余元。

据统计， 自2009年联动机制
成立以来， 截至2019年9月30日，
全市各级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共受
理劳动争议25.7万件， 调解成功
14.5万件， 涉及金额17亿元， 在
构建首都和谐劳动关系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规范和延伸： 及时预警
提供私人法律咨询服务

为了让调解工作更为规范，
法律服务中心出台了包括 《案件
归档标准》 《律所考核办法》 等
一系列制度规定， 从选聘到调解
工作本身， 参与调解工作的律所

都要进行严谨的考核。 另外， 调
解成功的案件还要经过市律协的
审核， 并由12351热线对案件当
事人进行真实性和满意度回访。
“如果律协审卷不合格， 我们要
求进行整改。” 工会公职律师杨
雪峰告诉记者， 用制度和流程保
障每个调解案件的规范与质量。

北京市总工会利用调解联动
机制， 加强了对劳动关系形势的
分析研判， 及时发现和积极解决
苗头性、 倾向性问题， 有效防范
群体性事件。 市总出台了劳动关
系重大事件的处置方案， 明确了
各级工会的工作任务， 有效处置
了一大批社会影响大、 涉及人数
多的集体争议， 有力维护了首都
的和谐稳定。 在处置集体争议的
同时， 还总结出多种调处集体争
议的方法。

市总工会积极拓展工作平
台， 延伸了法律服务触角。 签约
律所的律师常年为农民工等困难
群体提供法律援助服务。 同时，
律师作为工会法律服务志愿者在
街道乡镇工会服务站提供法律咨
询、 法律培训等服务。 “一街一
月两日 ” 志愿服务共5.7万个工
作日， 受众职工达到280余万人。
近两年来， 工会还开展 “送法到
基层” 服务。 组建由专家学者、
专业律师和工会干部组成的讲师
团， 制定百门精品课程， 送法上
门。 “这项服务由职工通过工会
‘点菜下单’， 我们组织专家上门
讲课。 比如有的企业职工想了解
劳动法方面的知识， 有的单位职
工想了解婚姻继承方面的知识
……还有的单位职工对刑法、 行
政法感兴趣。” 工会法律服务中
心的工作人员介绍， 工会法律服
务中心免费为职工提供私人定制
式法律培训， 累计培训职工3000
余人次， 得到了职工的肯定和高
度评价。

法律服务中心还组织公职律
师和社会律师担任20家市级行业
工会联合会的法律顾问， 提供集
体合同、 工资专项合同等法律文
书审查， 法律咨询、 协商谈判和
法律宣传等服务。

依法维权 促进和谐
我市六方多家联动机制建立10年 调处25万余件劳争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