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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执业律师的成长发展依赖于其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的不断提升。 伴随着

新科技革命浪潮，社会又进入一个嬉变期，律师的职业发展发生明显变化。 这

种变化一方面表现为法律服务新领域不断涌现，另一方面表现在既有法律服

务领域的市场细分和随之而来对律师专业知识和能力内容不断提高的要求。

就律师本身而言，这种变化还体现为律师执业成长周期的进一步缩短。

为应对这种变化，为青年律师的成长与发展提供有效的营养和有力的催

化，上海市律师协会律师学院在 2014 年出版“律师实务初阶培训教程”的基础

上，根据广大青年律师的需求，组织编写出版了“律师实务进阶培训教程”，以

期满足广大青年律师成长发展的需要。

上海市律师协会律师学院是全国首家由律师自主筹建、律师协会自主管

理，专门从事律师职业继续教育的培训机构，建院二十年以来，律师学院秉持

为上海律师“提供服务，注重实务”的办学理念，面向全市律师，重点扶持青年，

通过开设专题培训1J 、专场培训｜、专业培训、专项培训及专门讲座等途径，并通过

“线上线下”同步的教学手段，为上海律师的职业发展提供知识和技能两方面

支持与保障，业已成为上海律师成长的阶梯、成才的舞台 。 面对新形势、新常

态，律师学院在本届市律师协会领导下，坚定和提高政治站住；重点提升上海

律师职业化、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服务水平；积极投身社会公益、践行社会

责任；打响上海律师和上海法律服务品牌。 与时俱进，拓宽平台，延伸服务，实

现对律师继续教育由实在转向泛在变革，努力为上海市律师提供无时不在、无

处不有、及时更新的培训服务营造本市律师随时、随地、随意的学习氛围 。

“律师实务进阶培训教程”的编写无疑是这一变革的具体实践和举措之一。

“律师实务进阶培训教程”首批出版共 7 册，包括《刑事辩护进阶律师实

务》《公司诉讼律师实务》《私募基金业务律师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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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劳动争议进阶律师实务

《法律尽职调查律师实务》《 国际商事仲裁律师实务》《 劳动争议进阶律师实

务》。 每册均由上海市律师协会相关业务研究委员会主编、委员会主任担任执

行主编。

强调实务操作是这套教材的根本特点。 教材冠名“律师实务进阶教程”，

就是开宗明义地告诉读者，本套教材向读者传授的是特定业务领域的律师执

业技术，帮助读者掌握特定业务领域的律师业务技能。 不仅如此，作为进阶教

材，它不仅要使读者懂得“是什么”“怎么做”，而且还要帮助他们掌握“如何做

得更好”的技能。

凸显实践性是这套教材的鲜明特点。 贯穿教材逻辑结构是某一类特定领

域律师业务办事程序，凸显了实践的逻辑性，而不是忠辨的逻辑，衬托这种实

践的逻辑结构的是案例直观，教材以案说事、以案析理，且在语言表述上，注重

使用律师行业的规则和术语。

兼顾“快餐式学习”是这套教材的又一亮点。 针对当前社会生活快节奏，

律师工作高效率的特点，教材借鉴了“羊皮卷”特色，融教科书、参考书和办案

指南为一体，不仅可供课堂教学、小组学习之用，也可供学员自学之用 。

2019 年上海市律师协会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将 34 个业务研究委员会增

加到 52 个，根据不同的专业领域来划分，承担着不同专业领域的业务研究职

能，其研究活动包含编著专业法讯、举办研讨会、出版专业论文、发表研究成

果、制定业务指引等各种方式。 业务研究委员会可以说是上海市律师协会的

研发部和知识库。 由业务研究委员会和律师学院合作出版教材，其专业性、实

用性得到了保障。 由业务研究委员会作为主编、委员会主任担任执行主编，解

决了委员会换届主任史替等带来的问题，更好地保持了教材的延续性。

参与进阶教程编写的执行主编，都是目前上海律师界的精英。 《刑事辩护

进阶律师实务》的执行主编林东品律师是本市优秀刑事辩护律师、第四届“东

方大律师”、十届上海市律师协会刑事业务研究委员会主任；《公司诉讼律师实

务》的执行主编曹志龙律师曾担任十届上海市律师协会公司与商事业务研究

委员会主任，先后荣膺“第四届上海市优秀青年律师”、2015 年“上海市优秀律

师”、2016 年“中华全国优秀律师”、“第四届东方大律师”等殊荣； 《私募基金业

务律师实务》的执行主编马晨光律师荣膺“上海市第五届优秀青年”荣誉称号、

第四届“东方大律师”，现任十一届上海市律师协会基金业务研究委员会主任；

《证券法律业务律师实务》的执行主编丁德应律师荣膺“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

殊荣，曾担任十届上海市律师协会证券业务研究委员会主任，还兼任华东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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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序言 3

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等著名高等学府的兼职教授和硕士研究生导师； 《法

律尽职调查律师实务》的执行主编钱大治律师也是“上海市第五届优秀青年”

荣誉称号的获得者、十届上海市律师协会并购重组业务研究委员会主任； 《 劳

动争议进阶律师实务》的执行主编陆敬波律师是“上海市优秀律师”称号获得

者，第六届司法部、全国总工会、全国律师协会“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师”，

司法部全国千名涉外法律人才、上海市政协第十三届常委，现任十一届劳动与

社会保障业务研究委员会主任。

上述执行主编和参与教材编写的各位律师都是上海律师界的精英，他们

放弃从事业务的宝贵时间，将自己成功的执业经验和心得，提炼成教材，供大

家学习、借鉴和分享，没有高度的行业责任感是不可能做到的 。 为此，上海市

律师协会代表全体上海律师向他们表示敬意和谢意。 同时，律师学院希望有

更多本市律师界的成功人士将自己的成功经验编成教材，与大家分享学习 。

组织编写“律师实务进阶培训教程”是律师学院为律师的职业继续教育

开启“泛在”之门的一项举措我们由衷地希望这套教材能够成为广大青年律

师职业旅途中的“羊皮卷”，同时，律师学院还将根据律师的要求，编写更多满

足律师执业需要的羊皮春一一实务教材。

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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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篇：劳动争议的源头治理与多元化解

千丈之堤，以搂蚁之穴溃 ；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

一一《韩非子 · 喻老》

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劳动关系的主体及其利益诉求越来越多

元化，劳动关系矛盾已进入凸显期和多发期，劳动争议案件居高不下，有的地

方拖欠农民工工资等损害职工利益的现象仍较突出，集体停工和群体性事件

时有发生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任务艰巨繁重 。

一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 2015 年 4 月 ）

2014 年，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于重大问

题的决定》 ，其中谈道：“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 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

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提高杜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深入开展多层次多形式法治创建

活动，深化基层组织和部门、行业依法治理，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

理。 ” 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 ，将“加强调

整劳动关系的法律、体制、制度、机制和能力建设加快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

会协同、企业和职工参与、法治保障的工作体制，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

急处置相结合的工作机制”作为目标任务。 在此基础上，2016 年，最高人民法院出

台《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提出在劳动争议领

域加强“一站式”纠纷解决平台，同时支持工会、妇联 、共青团参与解决劳动争议。

2017 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综治办、最高人民法院等七部门共同发布《关于

进一步加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完善多元处理机制的意见》，要求根据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 ，进一步加强劳动人

事争议调解仲裁完善多元处理机制 并从“健全劳动人事争议预防协商解决机制”

“完善专业性劳动人事争议调解机制”“创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制”“完善调解、仲

裁、诉讼衔接机制”“强化基础保障机制”“加强组织领导”等六个方面展开顶层设计。

劳动争议的惊头治理与多元化解，符合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必然结果，亦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必由之路。 但在这一

路途巾，如何充分发挥现有体制并打破企业、工会及政府各部门间的壁垒，同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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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治理与多元化解落实到企业端实处、走好“最后一公里”，成为当前中国劳动

法理论和实务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此过程中律师作为重要的社会力量，应如何

抓住机遇，在发挥自身价值的同时尽到社会责任，也值得每一名律师思考。 十届上

海律协劳动与社会保障业务研究委员会自成立之日起即关注这一问题，这本著作

的章节体系即系根据劳动者入职、在职和离职的时间顺序综合可能发生的不同争

议编排，其目的也是让律师在劳动法律服务中更早、更好地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提

示风险，以防止争议的发生。 但在正式展开探讨前，律师有必要对劳动争议发生的

源头、当前源头治理的主要困境以及律师可能发挥的作用进行了解，以全面地掌握

劳动法律服务提供的背景、目的和价值。

为什么劳动争议需要源头治理和多元化解？

首先，劳动关系是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

为什么说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人类社会的各类关系的基础，归

纳起来无外乎是“人生产生产”，或者“人生产人”，至少在人工智能技术尚未成熟

前是这样。 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法即关于“人生产人”的《婚姻法》 ，第二

部法即关于“人生产生产”的《工会法》 。 只要社会资源有限，人在生产“生产”的

过程中就必然产生矛盾。

目前各国劳动法专家的普遍观点是劳动关系产生于工业革命时期一一农民

被驱出土地成为元产者，为谋生存只得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 尔后，他们

对劳动条件、工时、工资、童工试用等方面的诉求日益增加。 以英国为例，英国于

1802 年出台《学徒健康与道德法》 ，规定 18 岁以下的学徒日劳动时间不得超过 12

小时，禁止纺织工厂使用 9 岁以下学徒，禁止学徒在晚 9 时至次日凌晨 5 时之间从

事度间工作。 这部法律被认为是劳动法的开端。

反观各国的劳动立法与国际劳工标准的建立，无外乎是在给定生产条件的背

景下，劳动者与资本家斗争、资本家最终妥协的结果，而这一斗争／妥协的结果却远

远不仅限于法律制度，其直接影响到一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更随着资本全

球化影响到国际关系甚至他国（或地区 ）立法一一英国为缓和殖民地的劳资矛盾，

在印度制定了《产业雇佣（雇主规则）法》（ 1946 年）及《产业争议法》（ 1947 年 ） ，在

马来西亚制定了《雇佣法》（ 1955 年），在中国香港地区制定了《雇佣条例》 （ 1968 

年），这些立法在殖民地去殖民化后也一直持续适用至今。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劳动立法的天平逐步向劳动者倾斜，雇主的义务

责任与政府的整体调控亦有增而无减劳动关系越发受到各国政府及全球性企业

的重视。 今天的世界，看各国劳动法改革背后，政党斗争及其对经济社会形势的研

判是重要推动力；就业与社会保障，从来都是每个国家顶层设计的一大考虑因素；

劳动关系与工会管理问题，亦成为全球性企业属地化经营的主要风险。纵览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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