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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增长状况与原因
———基于19912016年相关数据的实证分析

王智嵬 赵继伦 于桂兰

摘要:根据1991 2016年劳动争议的相关数据以及2000 2016年16个省(直辖市)的统计数据,对中国劳

动争议案件进行分析,通过计算胜诉率识别导致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增加的主要责任者。可以发现,中国劳

动争议案件数量和人数、集体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和人数总体上呈现增长趋势,雇主或用人单位是劳动争议

的主要责任者。劳动报酬权利、社会保险权利等受到损害,劳动合同变更、解除和终止问题是引起劳动争

议的主要原因。因此,需要进行科学统筹以提升制度供给的质量,创新用人单位责任承担的引导机制,发

挥制度供给的价值引领功能,塑造新时代企业文化,从而减少劳动争议案件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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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劳动争议案件数量总体上呈现增长趋势。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劳动争议案件数

量的增长? 现有研究从宏观经济社会背景、劳动关系系统和企业微观层面给出了多种解释。
从宏观经济社会背景看,劳动争议案件发生的数量、频率与经济转型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呈显著

正相关关系①,如在国家经济下行时,企业会裁员、降薪、停止招聘等,从而导致劳动争议案件增多。
虽然政府不断采取措施治理劳动关系并取得一定成效,但每年劳动争议案件的数量依然较多。

从劳动关系本身看,在劳动关系多方参与的背景下,中国劳动关系存在多方面的失衡②,尤其表

现在劳动关系主体双方地位失衡、三方协商机制中三方代表地位的失衡和违法责任追究机制的失衡

等方面③。中国劳动关系多样化、劳动法规不完善、劳动者维权意识增强、相关部门监督管理不力等

因素,加速了劳动争议案件数量的增长④。虽然计量分析结果证明劳动仲裁机构能够降低劳动争议

尤其是集体劳动争议的人数规模,但劳动争议案件发生的频率并没有因此而减少⑤。此外,劳动争议

救济的路径选择存在失衡,由于“一裁两审”导致劳动争议案件的解决过分依赖仲裁、审判等刚性救

济,而曾经对于劳动争议解决起重要作用的调解制度被虚化,作为解决劳动争议的基层力量———企业

内部的劳动争议协商能力和意愿也被弱化。
从企业微观层面看,劳动者和企业领导者的法律意识越来越强,但管理劳动争议的法律机制不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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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是导致双方矛盾的重要原因;劳动强度、劳动时间和劳动技能与不相适应的工资水平、缺位的劳动

保护、非人性化的企业文化等导致了劳动争议数量的增加①。造成劳动争议案件数量迅速增长的主

要责任者是雇主或用人单位;主要原因是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权利、社会保险权利受到了侵害,劳动合

同签订、变更等问题,也引起了一定比例的劳动争议②。
本文通过19912016年的相关统计数据,对中国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和人数规模的增长情况进行

分析;使用1996 2016年的统计数据,通过计算胜诉率识别导致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增加的主要责任

者;使用20002016年16个省(直辖市)的统计数据,分别分析劳动争议案件的主要责任者和引起劳

动争议的主要原因。研究发现,中国劳动争议案件总数量和总人数、集体争议案件总数量和总人数处

于增长趋势;雇主或用人单位是劳动争议的主要责任者;劳动报酬权利、社会保险权利等受到侵害,以
及劳动合同变更、解除和终止问题,是引起劳动争议的主要原因。

一、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增加

由表1可见,1991 2008年,全国劳动争议的总数量和总人数、集体劳动争议的总数量和总人数,
均处于上升状态,2009年开始下降,但2013年左右又开始回升。1991年,全国劳动争议案件总数量

为7633件,而2016年增加到828410件,是1991年的108.53倍;1991年,全国劳动争议案件涉及的

总人数是16767人,而2016年为1112408人,是1991年的66.35倍;1991年,集体劳动争议案件总数

量是308件,而2008年达到21880件,是1991年的71.04倍。1991年,全国集体劳动争议涉及的总

人数为8957人,第一个高峰出现在2003年,达514573人;第二个高峰出现在2008年,集体劳动争议

涉及的总人数达502713人。

表1 全国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和争议人数及增长率、比例情况(1991 2016)

年度

劳动争议

总数量
(件)

劳动争议

总数量

增长率
(%)

劳动争议

总人数
(人)

劳动争议

总人数

增长率
(%)

集体争议

数量
(件)

集体争议

数量增长率
(%)

集体争议

人数(人)

集体争议

人数增长率
(%)

集体争议

数量占争议

总量的比例
(%)

集体争议

人数占争议

总人数的比例
(%)

1991 7633 ——— 16767 ——— 308 ——— 8957 ——— 4.03 53.42

1992 8150 6.77 17140 2.22 548 77.92 9100 1.60 6.72 53.09

1993 12368 51.75 35683 108.19 684 24.82 19468 113.93 5.53 54.56

1994 19098 54.41 77794 118.01 1482 116.67 52637 170.38 7.76 67.66

1995 33030 72.95 122512 57.48 2588 74.63 77340 46.93 7.84 63.13

1996 47951 45.17 189120 54.37 3150 21.72 92203 19.22 6.57 48.75

1997 71524 49.16 221115 16.92 4109 30.44 132647 43.86 5.74 59.99

1998 93649 30.93 358531 62.15 6767 64.69 251268 89.43 7.23 70.08

1999 120191 28.34 473957 32.19 9043 33.63 319241 27.05 7.52 67.36

2000 135206 12.49 422617 10.83 8247 8.80 259445 18.73 6.10 61.39

2001 154621 14.36 467150 10.54 9847 19.40 286680 10.50 6.37 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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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1

年度

劳动争议

总数量
(件)

劳动争议

总数量

增长率
(%)

劳动争议

总人数
(人)

劳动争议

总人数

增长率
(%)

集体争议

数量
(件)

集体争议

数量增长率
(%)

集体争议

人数(人)

集体争议

人数增长率
(%)

集体争议

数量占争议

总量的比例
(%)

集体争议

人数占争议

总人数的比例
(%)

2002 184116 19.08 608396 30.24 11024 11.95 374956 30.79 5.99 61.63

2003 226391 22.96 801042 31.67 10823 1.82 514573 37.24 4.78 64.24

2004 260471 15.05 764981 4.50 19241 77.78 477992 7.11 7.39 62.48

2005 313773 20.46 744195 2.72 16217 15.72 409819 14.26 5.17 55.07

2006 317162 1.08 679312 8.72 13977 13.81 348714 14.91 4.40 51.33

2007 350182 10.41 653472 3.80 12784 8.54 271777 22.06 3.65 41.59

2008 693465 98.03 1214328 85.83 21880 71.15 502713 84.97 3.16 41.40

2009 684379 1.31 1016922 16.26 13779 37.02 299601 40.40 2.01 29.46

2010 600865 12.20 815121 19.84 9314 32.40 211755 29.32 1.55 25.98

2011 589244 1.93 779490 4.37 6592 29.22 174785 17.46 1.12 22.42

2012 641202 8.82 882487 13.21 7252 10.01 231894 32.67 1.13 26.28

2013 665760 3.83 888430 0.67 6783 6.47 218521 5.77 1.02 24.60

2014 715163 7.42 997807 12.31 8041 18.55 267165 22.26 1.12 26.78

2015 813859 13.80 1159687 16.22 10466 30.16 341588 27.86 1.29 29.46

2016 828410 1.79 1112408 4.08 9745 6.89 289924 15.12 1.18 26.06

平均 ——— 22.94 ——— 23.08 ——— 23.87 ——— 22.94 4.48 48.06

  资料来源:19932016年的数据,根据19942017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有关劳动争议的数据整理计算而得。1991、1992
年的劳动争议数据,来自“劳动争议处理统计数据”,中国劳动咨询网http://www.51labour.com/law/Article/55.asp.

从增长率看,2008年,劳动争议案件总数量、总人数以及集体劳动争议的数量、人数在短期内激增

的原因,除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向传统行业的传导与渗透之外,还因为企业为了规避我国《劳动合

同法》可预期的劳动争议,主动采取了提前透支未来风险的策略。可见,立法行为会引发企业的应激

反应,进而导致劳动争议案件数量短期内的急剧变化。但随着时间推移,企业应对制度变化的适应能

力逐步增强,劳动争议案件的数量、人数将逐渐回归常态。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19912016年,虽然集体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占全国劳动争议总数量的平均

比例仅为4.48%,但集体争议所涉及的人数占全国劳动争议总人数的平均比例却达到了48.06%。
本文认为,这一状况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我国的工会制度发展滞后且作用发挥不理想,
存在职能模糊、决策科学性不足等诸多问题;另一方面,现有的集体合同制度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工
会、职工代表的组织动员能力与协商谈判能力较弱。因此,一旦劳动争议涉及劳动者整体利益或者企

业经营状况、社会经济形势不好时,劳动争议就会以集体争议形式集中爆发。集体劳动争议案件不同

于一般的个体争议案件,具有很强的计划性、目的性、纪律性、组织性特征。集体劳动争议如得不到及

时、妥善处理,容易诱发群体性突发事件,严重影响社会公共秩序。因此,对集体劳动争议案件需高度

重视、综合考虑、谨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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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劳动争议案件的主要责任者

根据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结果,我们可以推断出劳动争议的主要责任者。如果劳动者胜诉,说明

劳动争议的主要责任方是用人单位。反之,如果用人单位胜诉,则表明劳动者是引起劳动争议的主要

责任人。根据劳动争议案件的胜诉率,可以推断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作为主要责任人的比例。
从表2全国劳动争议案件处理结果的统计数据可见,在19962016年结案的劳动争议案件中,劳

动者胜诉率平均为43.81%,用人单位胜诉率平均为13.78%,其余为双方各有部分胜诉。劳动者胜

诉的平均案件数是用人单位胜诉件数的3.24倍。数据表明,中国劳动争议案件的主要责任方是用人

单位,即雇主方。

表2 全国劳动争议案件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胜诉件数、胜诉率统计(1996 2016)

年度 结案件数
用人单位

胜诉件数

劳动者

胜诉件数

双方部分

胜诉件数

劳动者

胜诉率(%)
用人单位胜诉率

(%)
劳动者胜诉数与用人单位

胜诉数之比(倍)

1996 46543 9452 23696 13395 50.91 20.31 2.51

1997 70792 11488 40063 19241 56.59 16.23 3.49

1998 92288 11937 48650 27365 52.72 12.93 4.08

1999 121289 15674 63030 37459 51.97 12.92 4.02

2000 130688 13699 70544 37247 53.98 10.48 5.15

2001 150279 31544 71739 46996 47.74 20.99 2.27

2002 178744 27017 84432 67295 47.24 15.11 3.13

2003 223503 34272 109556 79475 49.02 15.33 3.20

2004 258678 35679 123268 94041 47.65 13.79 3.46

2005 306027 39401 145352 121274 47.50 12.88 3.69

2006 310780 39251 146028 125501 46.99 12.63 3.72

2007 340030 49211 156955 133864 46.16 14.47 3.19

2008 622719 80462 276793 265464 44.45 12.92 3.44

2009 689714 95470 255119 339125 36.99 13.84 2.67

2010 634041 85028 229448 319565 36.19 13.41 2.70

2011 592823 74189 195680 322954 33.01 12.51 2.64

2012 643292 79187 213453 350652 33.18 12.31 2.70

2013 669062 82519 217551 368992 32.52 12.33 2.64

2014 711044 82541 250284 378219 35.20 11.61 3.03

2015 812461 90785 287544 434132 35.39 11.17 3.17

2016 827717 92405 285824 369429 34.53 11.16 3.09

平均 ——— ——— ——— ——— 43.81 13.78 3.24

  资料来源:根据19972017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数据整理和计算得来。劳动者胜诉率=劳动者胜诉件数/结

案件数,用人单位胜诉率=用人单位胜诉件数/结案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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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地区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结果可以推断,总体上,劳动争议的主要责任者仍然是用人单位。
本文分别对北京、辽宁、上海、广东、浙江、山西、吉林、黑龙江、江苏、湖南、四川、陕西、湖北、山东、天津

以及河北的劳动争议案件处理结果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16个省(直辖市)的劳动者胜

诉率普遍高于用人单位胜诉率,这说明在多数情况下劳动争议的主要责任方是用人单位。2000 2016
年,上海和北京的劳动者年平均胜诉率都低于30%,与用人单位胜诉率差距不大;广东、浙江的劳动者

平均胜诉率在30%40%之间;江苏、天津、山东、湖北、陕西的劳动者年平均胜诉率在40%50%之间;
湖南、河北、辽宁、四川的劳动者年平均胜诉率50% 60%之间;黑龙江和山西的劳动者年平均胜诉率

在60% 70%之间;吉林的劳动者年平均胜诉率超过了70%。

表3 16个省(直辖市)劳动争议案件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胜诉率统计(2000 2016)

序号 省(直辖市) 劳动者胜诉率(%) 用人单位胜诉率(%)

1 北京市 22.29 18.26

2 上海市 28.21 19.29

3 天津市 42.66 22.57

4 广东省 35.20 15.25

5 浙江省 39.89 10.17

6 江苏省 40.73 11.32

7 四川省 56.08 13.41

8 湖南省 50.97 10.84

9 湖北省 44.54 10.57

10 山西省 66.36 8.24

11 陕西省 47.35 21.45

12 山东省 42.96 12.19

13 河北省 53.28 10.70

14 辽宁省 54.88 15.01

15 吉林省 70.77 7.89

16 黑龙江省 61.72 10.87

  资料来源:根据20012017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的数据整理和计算得出。其中,浙江省数据与其他省份不同,

采用19942016年数据整理和计算得出。劳动者胜诉率=劳动者胜诉件数/结案件数;用人单位胜诉率=用人单位胜

诉件数/结案件数。

劳动者胜诉率与用人单位胜诉率的差距可分为六个等级:第一级劳动者胜诉率与用人单位胜诉

率相差不超过10%,如北京和上海;第二级相差不超过20%,如广东;第三类级相差不超过30%,如浙

江、江苏、陕西;第四级相差不超过40%,如湖北、山东、辽宁;第五级相差不超过50%,如四川、湖南、

河北;第六级相差超过50%,如山西、吉林、黑龙江。这一比例相差越大,用人单位侵犯劳动者权益的

可能性越高。以上数据也体现出劳动者权益受损的地域性失衡特点。尽管用人单位是侵犯劳动者权

利的责任主体,但这一现状也折射出地方政府的监管能力存在很大差异。

由以上分析可见,无论是全国还是各省(直辖市),劳动者胜诉率都高于用人单位胜诉率。这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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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劳动争议的责任方多为用人单位、劳动者的权利受到侵犯以外,也说明随着我国劳动法律的普及

和法治教育的深化,劳动者维护自己各项法定权利的意识不断提高。由于通过劳动仲裁等方式解决

劳动争议的成本进一步降低,劳动者在解决争议的过程中更倾向于采用仲裁、诉讼等刚性手段解决争

议。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助推了劳动争议案件的发生。

此外,若以2008年作为观测起点,可以发现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胜诉率都有逐步下降的趋势,这
意味着双方各有部分胜诉的情况越来越多。值得注意的是,劳动者胜诉率下降趋势明显,这表明用人

单位已经逐渐适应法律调整对劳动争议案件的影响。“部分胜诉”情况的增多,意味着用人单位在劳

动合同订立和履行当中更善于发掘“劳动者的过错”,以此来降低完全败诉的风险。

三、引发劳动争议的主要原因

我国《劳动法》第3条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

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

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那么,劳动者的哪些权利被侵犯引起了劳

动争议呢? 从表4可见,在全部劳动争议案件数量中,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问题引起的劳动争议案件

数量所占比例最高。19972016年的劳动争议案件数量中,由劳动报酬问题所引起的争议案件数量

最多,占总量的34.53%;其次是由社会保险问题所引起的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占总量的24.97%;然
后是变更、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引起的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占总量的21.86%。由劳动报酬、社会保险

问题和变更、解除、终止劳动合同三类原因所引起的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占劳动争议案件总数量的

81.36%。由此可见,在全国范围内,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权利、社会保险权利被侵犯以及劳动合同相关

问题,是引发劳动争议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劳动者在缔约时处于劣势地位,为了获得工作机会,往往

主动牺牲谈判与协商的空间,在劳动报酬与社会保险权利方面做出妥协,在合同存续期内允许用人单

位侵犯自身权利,待合同终止后再选择用仲裁、诉讼手段寻求事后救济,从而增加了侵犯劳动报酬、社
会保险方面的案件数量占比。另一方面,用人单位也会利用自身的优势地位,采用压缩劳动合同期

限、在合同中扩大“劳动者过错”的范围和内容、缔结不平等合同条款等方式来减轻自身的法定责任。

但当劳动合同遭遇变更、解除、终止并无法达成合意时,劳动者又会选择通过仲裁、诉讼的方式对上述

“不平等合同条款”进行合法性审查,以期获得离职补偿利益最大化。因此,劳动者权利受损争议多产

生在缔约阶段,爆发在合同变更、解除、终止阶段。此外,由于工会组织动员能力较弱、集体合同制度

落实程度较低、劳动合同备案制度流于形式、企业自身劳动关系矛盾化解能力不足等原因,减少了劳

动侵权争议在企业内部解决的空间和机会。

表4 全国因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和变更、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引起的劳动争议案件统计(1997 2016)

年度
受理案件

总数(件)
劳动报酬 所占比例

社会保险

(与福利)
所占比例

变更、解除、终止劳动

合同问题引起的劳动

争议(件)

所占比例

(%)

1997 71524 29150 40.76 11995 16.77 18673 26.11

1998 93649 31396 33.53 20206 21.58 20661 22.06

1999 120191 44690 37.18 28832 23.99 29608 24.63

2000 135206 41671 30.82 31350 23.19 35794 2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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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4

年度
受理案件

总数(件)
劳动报酬 所占比例

社会保险

(与福利)
所占比例

变更、解除、终止劳动

合同问题引起的劳动

争议(件)

所占比例

(%)

2001 154621 45172 29.21 31158 20.15 43590 28.19

2002 184116 59144 32.12 56558 30.72 49782 27.04

2003 226391 76774 33.91 76181 33.65 59094 26.10

2004 260471 85123 32.68 88119 33.83 63124 24.23

2005 313773 103183 32.88 97519 31.08 76440 24.36

2006 317162 103887 32.76 100342 31.64 71324 22.49

2007 350182 108953 31.11 97731 27.91 84956 24.26

2008 693465 225061 32.45 153598 22.15 139702 20.15

2009 684379 247330 36.14 153546 22.44 43876 6.41

2010 600865 209968 34.94 153546 25.55 31915 5.31

2011 589244 200550 34.04 149944 25.45 118684 20.14

2012 641202 225981 35.24 159649 24.90 129108 20.14

2013 665760 223351 33.55 165665 24.88 147977 22.23

2014 715163 258716 36.18 160961 22.51 155870 21.80

2015 813859 321179 39.46 158002 19.41 182396 22.41

2016 828714 345685 41.71 145671 17.58 188642 22.76

平均 ——— ——— 34.53 ——— 24.97 ——— 21.86

  资料来源:根据1998 2017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有关数据整理计算。其中,1997 2000年和2008 2010年,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没有单独的社会保险数据,而是将社会保险及福利合并统计。2008 2016年,《中国劳动统计年

鉴》也没有“变更劳动合同”所引起的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因此,本表中使用的是因“解除、终止劳动合同”问题引起的劳

动争议案件数量数据。

从北京、辽宁、上海、广东、浙江、山西、吉林、黑龙江、江苏、湖南、四川、陕西、湖北、山东、天津以及

河北的情况看(见表5),20002016年,各地因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问题引起的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在
劳动争议案件数量中所占比例最高;因变更、解除、终止劳动合同问题而引起的劳动争议案件所占比

例处于第二位。

表5 16个省(直辖市)按争议原因分类的劳动争议案件情况统计(2000 2016)

序号 省(直辖市)
劳动报酬争议

占劳动争议

总量的比例(%)

社会保险问题引起的

争议占劳动争议

总量的比例(%)

变更、解除、终止劳动合同

引起的争议占劳动争议

案件总量的比例(%)

三项合计

所占比例

(%)

1 北京市 54.56 9.82 4.05 68.43

2 上海市 37.90 22.12 19.93 79.95

3 天津市 35.15 23.19 15.75 7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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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5

序号 省(直辖市)
劳动报酬争议

占劳动争议

总量的比例(%)

社会保险问题引起的

争议占劳动争议

总量的比例(%)

变更、解除、终止劳动合同

引起的争议占劳动争议

案件总量的比例(%)

三项合计

所占比例

(%)

4 广东省 41.70 10.83 31.51 84.04

5 浙江省 31.68 34.94 17.66 84.28

6 江苏省 32.54 21.51 24.39 78.44

7 四川省 23.53 36.51 22.22 82.26

8 湖南省 23.59 24.61 28.62 76.82

9 湖北省 19.72 36.80 23.91 80.43

10 山西省 30.07 30.25 22.11 82.43

11 陕西省 25.51 35.07 25.91 86.49

12 山东省 32.18 26.72 21.05 79.95

13 河北省 25.14 30.73 19.71 75.58

14 辽宁省 36.66 22.63 17.63 76.92

15 吉林省 25.34 34.81 18.84 78.99

16 黑龙江省 25.81 34.34 13.64 73.79

  资料来源:根据2001 2017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的有关数据整理计算。其中2008 2011年无变更劳动合同及

终止劳动合同数据,仅根据解除劳动合同引起的争议案件数据计算而来;2012 2015年无变更劳动合同引起争议的数

据,只有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相加的总数据,2012 2015年变更、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引起的争议合计比例数据,仅由解

除、终止劳动合同引起争议的案件数据计算而来。

同时,各地引起劳动争议的具体原因又略有差异。表5统计数据显示:北京因劳动合同变更、解
除、终止问题引起的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在劳动争议案件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为4.05%;辽宁、上海、浙
江、吉林、黑龙江、天津、河北因劳动合同问题引起的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占比均未超过20%;山西、江
苏、湖南、四川、陕西、湖北、山东因劳动合同问题引起的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占比均未超过30%;广东

则为31.51%。由以上可以推断,北京的用人单位劳动合同管理最为规范,辽宁、上海等地比较规范,
山西、陕西等地不规范,广东的用人单位劳动合同管理最不规范。

从总体情况看,2000 2016年,各地引起劳动争议的主要原因,多为劳动报酬问题、社会保险问题

以及变更、解除、终止劳动合同问题。北京、辽宁、上海、广东、山东、江苏、天津因劳动报酬问题引起的

劳动争议案件比例较高;浙江、山西、吉林、黑龙江、四川、陕西、湖北、河北因社会保险问题引起的劳动

争议案件比例较高;湖南因变更、解除、终止劳动合同问题引起的劳动争议案件比例较高。
对于劳动报酬问题引起的劳动争议案件比例,除了上海、陕西、山西、江苏、湖北等地外,2010年左

右,北京、辽宁、天津、四川、吉林、黑龙江、浙江、山东、河北等地因劳动报酬问题引起的劳动争议案件

比例开始逐年上升。对于社会保险问题引起的劳动争议案件比例,北京、山西、四川、陕西、湖北、江
苏、山东、湖南、河北等地,均在2001年或2002年突然下降;除北京、湖南、上海外,其他地方因社会保

险问题引起的劳动争议案件比例,在20032005年间均有大幅度上升。对于变更、解除、终止劳动合

同问题引起的劳动争议案件比例,山西、四川、陕西、吉林、辽宁、黑龙江、湖北、江苏、山东、天津、河北

等地都处于先下降后上升的状态,且包括浙江、广东、湖南、北京、上海在内,这16个地方因变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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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终止劳动合同问题引起的劳动争议案件比例,都在2008 2010年的区间内达到了最低点①。导致

这种现象的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企业在2008年为了规避《劳动合同法》中有关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用工风险,普遍采用24年的短期合同策略,由此导致因劳动合同问题引发的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在

20112012年间直线拉升,随后以周期往复的方式居高不下。

四、结论

本文研究表明,中国劳动争议案件数量总体上仍处于增长趋势。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结果显示,
劳动者胜诉率几乎全部高于用人单位胜诉率,即劳动争议的主要责任方是用人单位。统计数据表明,
引起劳动争议的主要原因是劳动报酬、社会保险以及变更、解除、终止劳动合同三大问题,且劳动报酬

和社会保险问题远高于变更、解除、终止劳动合同问题。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均涉及劳动者的生存需

求,可见,劳动争议案件数量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劳动者的最基本权益受到了侵犯以及用人单位

劳动合同管理的不规范等问题。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科学统筹,提升制度供给的质量。首先,树立制度供给的科学理念。和谐劳动关系建设需

要企业、劳动者、工会、监管机构等多部门形成合力,在制定制度时合理拿捏,过度倾斜保护会造成劳

动关系主体间平衡目的偏差,并造成协商、谈判、监管的难度加大。因此,应在倾斜保护理念的基础上

融入发展理念,尊重企业的发展需求和劳动者的发展需要,重塑制度供给理念。其次,在制度供给时

应遵循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由于中国各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生产要素、文化传

统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导致劳动争议案件空间分布的不均衡,在制度供给中需通盘考虑各地实际情

况,适当下放权力,提高地方政府能动性,鼓励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因城施策,充分激活地方政府在劳

动争议化解中的作用。最后,提高制度供给的精细化、层次化程度,为劳动争议案件的多元化解决预

留制度空间。近年来劳动争议案件数高发,表面上是由于劳动者权利意识的不断提高和仲裁、诉讼效

率提升带来的低成本,但背后的原因却是传统劳动争议解决模式的边缘化。在计划经济时期,劳动争

议的化解主要依靠企业与劳动者通过协商方式化解于基层,这说明企业本身是具备解决劳动争议的

能力和动机的。但随着私营企业、中小企业数量急剧增加以及市场竞争的加剧,导致企业将主要精力

投入生产经营领域,加之民营企业工会作用发挥不足,企业本身的劳动争议解决能力与意愿严重弱

化。因此,制度供给时要重点考虑如何增强劳动争议主体能力,针对不同企业属性、产业类型、竞争程

度、企业规模等特点做出差异化规定,避免“一刀切”。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统筹不同类

型的企业和不同状况劳动者的需要,将调整重心放在实现劳动者法定权利上。
第二,创新用人单位责任承担的引导机制。如上文所述,企业是劳动者权利受损的责任主体,它

会利用“非对称契约”的方式来侵害劳动者权利以降低自己的义务。因此,应将调整的重心落在用人

单位的侵权动机之上,在制度创设中加强对侵权后果的多元化制裁,迫使企业在侵权行为带来的利益

和遭遇风险间进行博弈,进而改变其行动策略。以“用人单位黑名单”为例,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于2018年1月1日实施了《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在政府采购、生产许可、
招投标、资质审核、市场准入、融资贷款和税收优惠等领域,对失信单位予以限制和惩罚,从而有力打

击了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保护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上述举措利用政策的灵活性,引导用人单位自

发承担义务,使企业将自身发展规划与承担社会责任联系起来,有助于用人单位以发展的视角重新审

视劳动争议案件对企业发展的风险评估,倒逼用人单位在制定企业发展战略时,将被动的责任承担义

务转化为主动的企业风险控制选择,促使其产生对偏好重新排序的意愿,进而改变行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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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篇幅所限,2000 2016年,北京、辽宁、上海、浙江、广东、山西、吉林、黑龙江、江苏、湖南、四川、陕西、湖北、山东、天津

和河北因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和变更、解除、终止劳动合同问题引起劳动争议案件在总案件中的比例表,可向作者索取。



第三,发挥制度供给的价值引领功能,塑造新型企业文化。对于分配正义问题的研究一直是政治

哲学的旨趣所在,现代分配正义的基本原则是建立在人类平等价值的实现与基本需要的满足基础之

上的,国家对公民基本能力的培养与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负有义务。从实现方式来看,国家应保障劳

动者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由于企业的逐利性,用人单位本身缺乏遵守现代分配正义所倡导的道德观

的内在动力,从而导致劳动者被生产要素化。当企业遭遇经营困难、市场供需关系恶化或行业竞争加

剧时,劳动者常常被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用于企业的战略转型调整,进而导致劳动争议案件数量整体

上呈现居高不下的状态。基于此,国家在提高制度供给质量的同时,需要充分考虑制度供给的价值引

领作用,将均衡与制约的理念融入制度安排与机制体制构建中,把实现人类的平等价值和满足人的基

本需要作为制度创设的核心理念,融入制度之中,以帮助企业文化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

ThePerformanceandReasonsoftheRiseofLaborDisputeCasesinChina
———AnEmpiricalAnalysisBasedonDatafrom1991to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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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articlequotesdatafrom1991to2016andstatisticsfrom16provinces(province-level
municipalities)from2000to2016,byanalyzingthelabordisputecasesandcalculatingthewinning
rateinChina,soastoidentifythemainresponsiblepartyfortheincreasingnumberoflabordispute
casesnationwide.Thispaperisdevotedtorevealthat:inChina,thenumberofpeopleand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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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ersandemploymentunitsarethemainresponsiblepartyoflabordisputes;themaincauses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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