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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A 类〕

〔公开〕

昆人社函〔2021〕29 号

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政协昆明市十三届五次会议第 135321 号

提案答复的函

魏崴委员：

您在昆明市政协第十三届五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统一劳动

争议案件裁审标准的建议》，已交由我局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对于涉及具体案件裁判问题的答复

对于提案中反映“某企业员工申请事假期间需支付工资，仲

裁机构予以支持，对劳动者的倾向性明显，有违法理和常理”和

“某企业员工入职时声称为获得更多报酬，自愿放弃社保并要求

单位给付社保补贴，若干年后，该员工提出需要交纳社保，单位

也即时配合办理，但离职时该员工以单位早些年未交社保侵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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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利益为由，要求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仲裁机构判决支持劳动

者诉求，要求企业支付其任职期间的经济补偿金”等问题。核实

情况：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办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属于法定

必经的前置程序，当事人对办理结果不满意，可以依法提起诉讼。

劳动人事仲裁机构在办理案件中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调解仲裁法》等法律法规依法予以

办理。目前，提案中涉及案件均已进入司法程序，最终结果以人

民法院生效的裁判为准。

二、我市裁审衔接工作采取的主要措施及取得的实效

（一）精心制定工作方案，实现裁审衔接工作的制度化规范

化

为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与诉讼衔接机制建

设的意见》（人社部发〔2017〕）70 号）和《关于加强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与诉讼衔接机制建设的实施意见》（云人社发〔2018〕

17 号）文件精神，切实加强我市劳动人事争议裁审衔接机制建

设，充分发挥仲裁简便快捷的优势与司法的引领保障作用，依法

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劳动人事关系和谐稳定，我局与昆明

市中级人民法院共同印发了《关于加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与诉讼

衔接机制建设的实施方案》。该方案的发布主要明确了我市仲裁

与诉讼衔接机制建设的工作目标：逐步建立健全裁审受案范围一

致、裁审标准统一、裁审程序有效衔接的新规则新制度，合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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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矛盾纠纷，实现裁审衔接工作机制完善、运转顺畅，切实维护

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劳动人事关系和谐与社会稳定。

（二）严格落实工作方案，实现裁审衔接工作的经常化动态

化

1.严格落实联席会议制度。一是开展定期不定期典型案例研

讨联席会议：旨在规范劳动争议典型案例裁审中的受案范围、法

律适用标准、自由裁量尺度和裁审衔接程序，不断提升服务当事

人的效能质量，不断降低劳动者维权成本。二是定期不定期开展

劳动人事争议领域实体法律法规研讨联席会议：旨在结合新出台

的劳动人事政策法律法规，分析研究如何进行贯彻落实，实现办

案人员对劳动人事政策法律法规科学把握和理解，实现劳动人事

案件办案中法律法规的准确适用。

2.严格落实信息共享制度。一是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和人民

法院之间通过经常化的实地调研活动，相互介绍案件办理的软硬

件建设情况，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二是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员与

法院审理劳动争议的审判员通过建立劳动争议裁审工作交流沟

通平台，相互听取意见，充分发挥仲裁员熟悉人社政策法规、法

官熟悉国家法律法规的优势，形成合力提高裁判质量，提高裁决、

判决的公信力执行力。

3.严格执行案件反馈制度。一是对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裁

决的案件起诉、申请到人民法院的案件，由人民法院按撤销、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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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改判进行分类统计并通过邮箱定期反馈至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院，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组织仲裁员对仲裁院被改判、被撤销的

案件进行认真分析，总结，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及时整改，对存在

分歧的积极与法院交流沟通，适时召开联席会议进行标准统一。

二是积极跟踪案件最终的办理结果及执行情况。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院和人民法院通过沟通达成共识，对于每一起劳动人事争议案

件，双方均跟踪生效裁判结果和执行结果，以便在今后处理劳动

人事争议案件中发现分歧，解决分歧实现裁审衔接，实现让每一

起案件的处理达到公平公正和便民利民价值追求、实现法律效果

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三）认真研判社会关切，努力实现裁审衔接工作的创新发

展

1.积极探索回应社会关切，及时联发裁审案件的意见（纪

要）。2020 年 3 月，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的重要决策部署，印发了《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昆明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审理新型冠状病毒肺疫情防控期

间涉及劳动争议案件有关问题的会谈纪要》，该纪要对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合同订立、履行、变更、解除、终止、工资待

遇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和仲裁时效等相关问题回应了社会关切，

统一了全市涉疫案件裁审尺度，提高了裁审办案质量，为疫情期

间社会的和谐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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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积极探索整合解纠资源，构建劳动人事争议矛盾处理的立

体平台。一是探索人民陪审员、兼职仲裁员互聘模式，旨在实现：

人民法院审判员通过参加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工作，可以掌握劳动

人事争议案件第一手资料，正确把握劳动人事争议案件发展趋势

和劳动人事政策法规的导向；仲裁员通过参加人民法院审理劳动

人事争议案件，可以掌握人民法院审判员在审理案件中的关注

点，把握劳动人事争议案件处理的证据质证、法律适用规则目标

方向。二是探索派出仲裁庭和派出法庭共建共享模式。安宁市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于 2018 年、2019 年分别在案件量占比较大的

温泉、草铺和太平新城成立了三个街道派驻仲裁庭，负责处置除

主城区及八街、县街外可以适用独任程序审理的劳动争议案件。

三是探索劳动争议解纠有效联动机制建设。努力实现行政、司法、

仲裁相互衔接的三位一体解纠工作体系，构建劳动人事争议矛盾

处理的立体平台。

3.充分利用联培联训平台，实现裁审衔接的双向互动交流。

根据《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

印发〈关于加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与诉讼衔接机制建设的实施方

案〉的通知》，定期组织全市区两级法院和仲裁院劳动人事争议

裁审办案人员进行了业务培训，落实裁审衔接联合培训中，采取

“授课+讨论+意见（纪要）”模式：即每次培训均由三个程序组

成：一是由业务过硬的一线仲裁员审判员分别结合一年来裁审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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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进行专题授课，共同分享裁审经验教训，

互相学习，共同提高；二是对一年来裁审案件中带有普遍性的问

题由市仲裁委员会和市中级法院经分别梳理——共同审核，对达

成共识可能性较大的问题及时提交培训会上审定，会后两家以意

见或纪要发布，以规范全市裁审办案标准，提升办案质量。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我市裁审衔接工作尽管取得一些成绩，但还存在办案程序不

够规范、适用法律法规不够统一等问题。客观上可能导致同一案

件程序处理上存在差异，也可能导致处理结果的不同。下一步，

我们将做好以下工作：

（一）坚持衔接长效机制，积极缩短裁审距离

一是继续坚持联席会议制度，增进裁审相互了解，共同商讨、

协调案件调解、仲裁和审判中的重大事项，交流案件审理的心得

体会、总结协作办案的成功经验做法，确定下一阶段工作目标等。

二是建立完善相互建议机制，劳动仲裁部门与法院之间就裁、审

工作中的程序、实体、法律适用及工作制度、服务态度等方面提

出有效建议，共同提高劳动人事争议案件裁审工作的质量和效

果。三是探索健全业务交流机制，双方定期或不定期互通业务指

导文件、案件选编等资料，不断增强各级仲裁员、审判员的业务

水平。同时，进一步拓宽裁审衔接渠道，从交流师资、共同开发

培训教材、选取有重要指导意义或重大影响的案件以案例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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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社会公布等工作入手，合力提高仲裁员、审判员业务素质，提

高案件处理能力。

（二）完善案前调解机制，切实抓好源头防控

对于群体性、敏感性、特殊性劳动争议案件，在认真做好庭

前调解的同时，主动联系法院，及时在仲裁阶段介入先行调解，

同时继续完善对群体性、敏感性、特殊性案件“先知晓、先沟通、

先化解”的“三先”制度，不断健全“边裁边调、裁调结合”的

联动调解机制，从源头上化解可能引发不稳定因素的劳动争议案

件。必要时，采取联合上门服务的方式，将“庭”前移，充分听

取当事人的意见，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寻求双方利益的平衡点，

力求通过庭前调解解决争议案件，最大程度地化解矛盾纠纷。

（三）强化案件通报机制，大力推进对接协作

针对劳动争议案件在当前呈现出的群体性、多发性、扩散性

等特点，为避免裁审不一现象引发不稳定因素，实现劳动争议案

件的共同应对和有效化解，充分利用各自业务资源，相互配合协

作，进一步强化案件通报机制。特别是劳动仲裁部门在受理重大、

疑难或群体性案件后，可视情况及时将案情、矛盾焦点及发展态

势与法院进行联系沟通，共同进行分析研究，便于双方着手应对；

而法院在收到以上类型的不服仲裁裁决案件后，也可视情况及时

向劳动仲裁部门通报案件基本信息和相关处理情况。通过两部门

的相互协作，及时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妥善处理重大、疑难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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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纠纷。

最后，再次感谢你对仲裁机构案件办理的热情监督、对全市

裁审衔接工作提出的宝贵意见建议。我们将进一步加强业务学

习，改进不足，加大裁审衔接力度，依法维护劳动关系双方的合

法权益，促进全市劳动关系和谐稳定发展。

（联系人及电话：段金宝，63352365）

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 年 6 月 24 日

抄送：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协提案委。

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1年 6月 24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