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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什么是典型案例？ 从字面上理解， “典” 字本义就是标准、 法则。 “典型”
作为形容词， 是指 “具有代表性的”； “典型” 作为名词， 是指 “具有代表性

的人物或事件”， 即足以代表某一类事物特性的标准形式。 典型案例就是具有

某种典型意义且可以形成社会影响的法律纠纷实务案例。 从学理上理解， 判断

案例是否典型， 主要是看两点， 一是案件的疑难性， 二是案件的新型性①。 我

们也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上理解 “典型案例” 概念。 广义上理解， 权威部门发布

的案例， 都可以理解为 “典型案例”， 具体有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

（以下简称指导性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案例 （以下简称 《公报》 案

例） 以及各地各级人民法院、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等组织或机构发布的其他

典型案例 （以下简称典型案例）。
本书首次尝试整体解析指导性案例、 《公报》 案例和典型案例， 梳理人力

资源管理中涉及的法律规则， 归纳解析各类典型案例呈现的裁判要点， 谨慎提

示规范用工的实务建议。
一、 劳动争议指导性案例、 《公报》 案例和典型案例的发布情况

１９９９ 年， 根据党的十五大推进司法改革的要求所制定的 《人民法院五年改

革纲要》 中， 明确提出编选典型案例， 供下级法院审判类似案件时参考。 ２００５
年， 根据党的十六大积极、 稳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要求， 最高人民法院在

《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 中， 第一次正式提出 “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

制度”。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

干问题的意见》 将案例指导制度作为国家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旨在通过

案例指导司法实践， 统一法律适用标准。 ２０１０ 年， 最高人民法院开始着手开展

案例指导工作， 制定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 标志着中国

① 王利明： 《法学方法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 第 ３１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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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案例指导制度的正式建立。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制度， 检索的类案一般不具

有法律约束力， 但在实务工作中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发

布的指导性案例， 具有较明显的司法约束性。 在对裁判进行检索时， 如果检索

到的类案为指导性案例的， 人民法院应当参照案例作出裁判①。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指导性案例， 需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

过， 然后统一在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人民法院报》 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网站

上以公告形式发布， 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类似案例时参照。 经查， 自 ２０１３ 年

最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第五批指导性案例时涉及的第 １ 例劳动争议指导性案例

后， 将近十年未再有新的劳动争议类指导性案例出现。 然而， 最高人民法院在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４ 日发布第三十二批 ７ 件、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８ 日发布第三十四批 １ 件

劳动争议类指导性案例。 可见， 目前社会比较关注劳动纠纷及处理规则。 以下

目录列明了最高人民法院历年发布的所有劳动争议类指导性案例：

序号 案例名称 年份批号

１
中兴通讯 （杭州） 有限责任公司诉王鹏劳动合同纠

纷案
２０１３ 年第五批， 第 １８ 号

２ 聂美兰诉北京林氏兄弟文化有限公司确认劳动关系案 ２０２２ 年第三十二批， 第 １７９ 号

３
孙贤锋诉淮安西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

纷案
２０２２ 年第三十二批， 第 １８０ 号

４
郑某诉霍尼韦尔自动化控制 （中国） 有限公司劳动合

同纠纷案
２０２２ 年第三十二批， 第 １８１ 号

５
彭宇翔诉南京市城市建设开发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
２０２２ 年第三十二批， 第 １８２ 号

６
房玥诉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

纷案
２０２２ 年第三十二批， 第 １８３ 号

７
马筱楠诉北京搜狐新动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竞业限制纠

纷案
２０２２ 年第三十二批， 第 １８４ 号

８ 闫某诉浙江喜来登度假村有限公司平等就业权纠纷案 ２０２２ 年第三十二批， 第 １８５ 号

９ 王山诉万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竞业限制纠纷案 ２０２２ 年第三十四批， 第 １９０ 号

除指导性案例外， 《公报》 案例也是各级法院经常引用和参考适用的重要

①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 （试行） 》 第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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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类型。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由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主办， 创办于 １９８５
年， 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公布司法解释、 文件以及刑事、 民事、 行政、 国家赔

偿、 执行等各类案例的国家重点学术期刊。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在 １９８５ 年至 ２０１９ 年已发布 ２７８ 期， 《公报》 案例

１３２４ 例。 据 “北大法宝” 案例研究组统计， 劳动争议、 人事争议案件在上述

期间有 １７ 篇， 占比为 ２ ４％。 而据笔者统计，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在 ２００９ 年

至 ２０２１ 年已公布案例中， 涉及劳动争议类案件 （不包括工伤认定案和工伤保

险待遇案） 有 １６ 篇。 以下为 ２００９ 年以后的 《公报》 案例目录：

序号 案例名称 刊登期号

１
王云飞诉施耐德电气 （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分

公司劳动争议纠纷案
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１ 期 （总第 １５７ 期）

２ 郭懿诉江苏益丰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 ２０１０ 年第 ６ 期 （总第 １６４ 期）

３ 上海冠龙阀门机械有限公司诉唐茂林劳动合同纠纷案 ２０１２ 年第 ９ 期 （总第 １９１ 期）

４ 梁介树诉南京乐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 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 （总第 ２００ 期）

５ 北京泛太物流有限公司诉单晶晶劳动争议纠纷案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２ 期 （总第 ２０６ 期）

６ 张建明诉京隆科技 （苏州） 公司支付赔偿金纠纷案 ２０１４ 年第 ７ 期 （总第 ２１３ 期）

７
刘永泉等十一人与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兴安电业

局劳动争议案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 （总第 ２２１ 期）

８ 侯宏军诉上海隆茂建筑装潢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案 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１ 期 （总第 ２２９ 期）

９ 包利英诉上海申美饮料食品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案 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２ 期 （总第 ２４２ 期）

１０
张传杰诉上海敬豪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等劳动合同纠

纷案
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 （总第 ２４７ 期）

１１ 刘丹萍与南京仁创物资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案 ２０１８ 年第 ７ 期 （总第 ２６１ 期）

１２
江苏澳吉尔生态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曾广峰确认

劳动关系纠纷案
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２ 期 （总第 ２７８ 期）

１３ 李林霞诉重庆漫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案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０ 期 （总第 ２８８ 期）

１４
蔡玉龙诉南京金中建幕墙装饰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

纷案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 （总第 ２８２ 期）

１５ 吴继威诉南京搏峰电动工具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案 ２０２０ 年第 ９ 期 （总第 ２８７ 期）

１６ 戴为军诉台玻长江玻璃有限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 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总第 ２９２ 期）

随着时代发展， 劳动争议案件呈现出总量大、 形式新及疑难案件多的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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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劳动争议类案例在 《公报》 案例中发布的体量与各地各级法院、 劳动争议

仲裁机构的裁审需求之间还存在缺口。 在互联网或自媒体上， 一些关于劳动纠

纷的话题层出不穷， 一些社会热点问题被反复讨论。 此时， 适时适当发布通俗

易懂的典型案例， 方便社会大众借此阅读学习， 显得十分有必要。
各地各级人民法院、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也适时不定期发布了大量的典型

案例。 其中，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最高人民法院两次联合发布了典型劳动人

事争议典型案例， 还明确 “各地仲裁机构、 人民法院在办案中予以参照”。①

我们发现， 北京、 上海、 天津、 重庆四个直辖市以及江苏、 广东等沿海发达

地区的高级人民法院、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发布典型案例较多。 各省会

城市、 发达地区城市， 如广州、 深圳、 苏州、 成都、 青岛等地中级人民法院、 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发布典型案例情况也不少。 各地基层法院、 区县级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偶有发布典型案例， 但总体上数量较少， 周期性不强。
从发布机构层级来看， 典型案例可以分为四种层级：
一是最高人民法院或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典型案例。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１ 年，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两批劳动人事争议典型

案例；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２ 年，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三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典型案例， 其中有 １ 例劳动争议案例， ２ 例劳动人事争议相关的人格权

纠纷。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 发布时间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最高人民法院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 （第一批） ２０２０ 年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最高人民法院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 （第二批） ２０２１ 年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起关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典型案例 ２０１６ 年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大典型民事案例 ２０２０ 年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二批人民法院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典型民事案例 ２０２２ 年

①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联合发布第一批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的通

知》 （人社部函 〔２０２０〕 ６２ 号），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联合发布第二批劳

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的通知》 （人社部函 〔２０２１〕 ９０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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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各地高级人民法院或省市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总工会发布的

典型案例。 以 ２０２１ 年为例：

各地高级人民法院和省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总工会发布的典型案例

发布机构

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十大典型案例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北京总工会十大案例 北京市总工会

劳动争议典型案例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 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第八批劳动争议十大典型案例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江苏法院劳动争议十大典型案例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劳动争议十大典型案例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劳动争议典型案例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十件劳动争议典型案例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三是各地中级人民法院或地市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发布的典型案

例。 以江苏省 ２０２１ 年为例：

各地各级中级人民法院和地市级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门发布的典型案例
发布机构

劳动争议审判白皮书暨十大典型案例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劳动人事审判白皮书暨十大典型案例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劳动争议典型案例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南通市劳动争议典型案例 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劳动争议典型案例 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 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全市法院劳动人事争议十大典型案例 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全市劳动人事争议十大典型案例 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

劳动人事争议十大典型案例 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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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各地基层法院或区县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发布的典型案例。 以

２０２２ 年为例：

基层法院和区县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发布的典型案例 发布时间

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 建邺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劳动人

事争议案件典型案例 （２０２１ 年度）
２０２２ 年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发布劳动争议十大典型案例 ２０２２ 年

从发布的典型案例内容来看， 典型案例除以上列举的综合性案例 （年度案

例） 外， 还包括专题性案例。 特别是随着疫情爆发、 平台经济兴起、 三孩政策

实施等环境因素变化， 典型案例的专题还涉及了超时加班、 新业态用工、 竞业

限制、 高管、 女职工权益保护、 涉外用工、 带薪年休假等领域。

类别 专题典型案例名目 发布时间

涉疫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最高人民法院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

（第一批） 第一类
２０２０ 年

北京市涉新冠肺炎疫情劳动争议仲裁十大典型案例 ２０２０ 年

广州市涉疫情劳动人事争议调解 “十大案例” ２０２０ 年

加班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最高人民法院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

（第二批）
２０２１ 年

新业态

全国总工会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典型案例 ２０２１ 年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新业态劳动权益保障典型案例 ２０２１ 年

广州市人民法院、 市总工会联合发布新业态劳动争议典型案例 ２０２２ 年

竞业

限制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涉竞业限制劳动争议十大典型案例 ２０２１ 年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劳动争议案件中竞业限制纠纷典型案例 ２０１８ 年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涉竞业限制劳动争议十大典型案例 ２０１９ 年

涉高管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涉高管劳动争议案件 ２０２１ 年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涉公司高管劳动争议十大典型案例 ２０２０ 年

女职工

权益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女职工 “三期” 保护劳动争议典型案例 ２０２１ 年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女职工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２０１９ 年

涉外 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涉外劳动争议案件典型案例 ２０２１ 年

年休假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涉劳动者带薪年休假纠纷典型案例 ２０２１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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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别 专题典型案例名目 发布时间

诚信 宁波市全市劳动关系诚信建设十大典型案例 ２０２１ 年

调解 赣州市劳动争议十佳调解案例 （２０２１ 年度） ２０２２ 年

二、 劳动争议指导性案例、 《公报》 案例和典型案例的四个主要功能

功能一： 宣传普法

一般来说， 成文法条款比较抽象。 人们在理解法律条文的时候， 可能会产

生不同的理解。 在日常生活中， 人们在适用法律规则时， 特别在使用法言法语

进行沟通交流时， 会有一定分歧。 所以， 在适用法律规范方面， 需要正确理解

法律规范的具体应用。 通过学习典型案例， 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法律内

涵。 大量优秀案例中的裁判依据就是现行法律规范的最好的应用场景， 尤其在

成文法律规范难以覆盖所有社会活动的情况下， 典型案例的裁判依据能阐释和

延伸法律适用性。 典型案例有利于人们通过案件理解法律， 通过法律评价案

件， 从而架起法律与案件之间的桥梁， 使法律更加明确化、 具体化， 为实现法

律条文的可操作性提供范例。①

当然，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与各地典型案例在宣传普法的作用方面各

有侧重。 指导性案例、 《公报》 案例之所以能够指导工作和参考使用， 主要是

此类案例的发文层级较高， 发布的目的是对类似案件的裁判起到 “指导作用”
“参照作用”。 按王利明教授的看法②， 主要是看两点， 一是案件的疑难性， 二

是案件的新型性。 指导性案例、 《公报》 案例更注重 “法律适用指导性” 功

能， 帮助专业人士适用法律， 发挥 “准司法解释” 功能， 事实上承担着弥补立

法滞后的作用。 指导性案例和 《公报》 案例帮助大众在实操维度解决适用法

律、 司法解释的基础问题。
从最高人民法院已发布的全部 ８ 个劳动争议类指导性案例来看， 除指导、

参考作用外， 普法宣传作用较为明显。 其中， 第 １８ 号案例 （２０１３ 年） 明确用

人单位通过 “末位淘汰” 的考核方式解除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行为。 第 １７９ 号—

①

②

江必新等：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裁判规则理解与适用》， 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

版， 第 ２ 页。
王利明： 《法学方法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 第 ３１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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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 号案例 （２０２２ 年） 以集中发布方式明确保护劳动者权益， 指出用人单位不

得掩盖用工事实、 负有保护员工免受性骚扰之职责、 诚信履约发放各类奖金、
禁止就业歧视等， 在社会上达到了较好的普法宣传效果。

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两批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

例属性来看： 第一批案例 （２０２０ 年发布） 具有时代性、 典型性； 第二批案例

（２０２１ 年 “９９６” “加班” 热点期间发布） 具有原则性、 宣示性。 总体而言， 上

述两批案例均属于 “社会广泛关注” 的领域， 发布后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各地有关部门发布的典型案例则比较侧重现行法律规范、 法规政策的具体

理解适用， 案例中普遍适用的通说观点为当地普法宣传起到作用。 所以， 典型

案例的主要作用就是宣传普法， 引导社会公众了解、 遵守法律、 信赖法律。 在

典型案例的题材选取上， 新型案件、 疑难案件、 多发常发案件得到较高关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发布了北京市首份劳动争议审

判情况白皮书。 白皮书是国际上公认的正式官方文书。 在劳动争议白皮书正文

中， 一般会回顾一段时间以来的劳动争议案件基本态势和特点， 分析裁审工作

突出问题， 梳理用人单位用工风险， 提示劳动维权诉讼风险， 最主要是提出预

防、 化解劳动争议的意见和建议。
值得一提的是， 典型案例常常作为劳动争议白皮书附件的形式发布， 白皮

书通过加入典型案例形式加强普法宣传作用。 一方面是直观反映当地劳动争议

处理的情况和劳动关系状况， 另一方面以典型案例呈现真实的社会活动场景，
引导社会正向化解劳动关系矛盾， 达到建设和谐劳动关系之目的。 所以， 白皮

书及其典型案例， 可以比较清楚地反映当地实际情况。
功能二： 规范司法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 （试

行） 》， 人民法院办理缺乏明确裁判规则或者尚未形成统一裁判规则等案件时，
应当进行类案检索。 类案检索范围除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外， 还包

括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及裁判生效的案件、 本省 （自治区、 直辖市）
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参考性案例及裁判生效的案件、 上一级人民法院及本院裁

判生效的案件。
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指导性案例的选定程序来看， 最高人民法院专门成立

案例指导办公室负责案例的征集、 遴选、 审查、 发布、 研究和编撰等工作。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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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办公室严格审查及提出审查意见后， 再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的指导性案例， 统一在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人民法院报》 以及最高人民法

院网站予以公告发布。
如前所述，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在人民法院的司法过程中具有

一定效力， 虽然在审判工作中不作为裁判依据引用， 但应当将指导性案例的裁

判理由予以引述①。
效力按照实现方式来划分， 分为法律上的效力和事实上的效力。 在一些判

例法国家， 真实判例依照法律规定直接具有法律上的效力。 事实上的效力是指

法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 但在实际运行中所具有的效力， 又可分为指导性效力

和权威性效力。 前者包括司法解释相联系的案例的指导作用； 后者包括由案例

发布的机关本身地位决定的事实上的权威。
总之， 最高人民法院、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劳动争议典型案例与

指导性案例一样具有参照作用， 广大从事劳动人事仲裁工作、 法院工作的同

人， 可以在工作中对照典型案例要点， 领会蕴含的裁判理由。 考虑到其他各级

组织、 专业部门发布的典型案例也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实际上也具有相当的参

考价值。 不同典型案例所指向的正当性， 在整个裁审系统中， 对于同案同判、
同法同解、 统一裁判尺度产生一种 “事实上的拘束力”。

众所周知， 无论是指导性案例、 《公报》 案例还是典型案例， 都是经过层

层遴选， 具有较高的审判质量。 正如梁慧星所说： “参照的含义， 不是说必须

这样办。 参照的结果， 即如果你认为公报上那个判决是合理的， 就可以依照它

那个规则裁判你的这个案件； 如果你认为不合理， 则当然可以不按照它那个规

则裁判。 但是，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上刊登的判例， 或者对于公报上刊登的

判例相反的判决， 则法官一定要说出一定理由来。”②

我们还发现， 一些典型性较强的案例都经过了二审改判。 虽然案件被改判

不一定意味着原审案件存在重大过错， 一些案例的改判属于裁审系统不断顺应

新环境， 产生形成了新的审判规则。 从这个意义上讲， 一些改判案件的裁判观

①

②

根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３ 日发布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 实施细则》 第

十一条规定， 在办理案件过程中， 案件承办人员应当查询相关指导性案例。 在裁判文书中引述相

关指导性案例的， 应在裁判理由部分引述指导性案例的编号和裁判要点。
梁慧星： 《裁判的方法》，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 第 １３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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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在实务中具有较高的参考意义。 学习典型案例的过程中， 大家要善于发现判

断规则， 这比了解案件事实本身以及裁判结果更为重要。
据 《北大法宝》 统计， 在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７００ 例民商事案例中， 改

判的案例总体占比为 ３７ ９８％。 相比之下， 劳动争议指导性案例、 《公报》 案例

和典型案例改判率则较低。 在 ２００９ 年之后，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 １６ 例劳动争

议类 《公报》 案例中， 只有 ２ 例改判， 占比为 １２ ５０％。 不过， 在一些细分领

域， 劳动争议案件的改判率仍可能较高， 如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涉

高管劳动争议 １０ 例典型案件中， 二审改判有 ４ 例， 占比为 ４０％。 通过学习这

类改判案例， 我们能够较快掌握一些高管的裁审规则。 比如， 关于法定代表人

确认劳动关系之诉， 需要评估实际履行劳动义务以及接受管理的事实情况； 关

于高级管理人员主张业绩奖金时， 需要查明真实意思表示， 同时区别股东分

红；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提供的证据， 应加重举证责任， 严格审查盖具公章的书

证材料等等。
那么， 如何运用典型案例来规范司法活动， 正确处理工作？
首先， 把握 “层阶”。 指导性案例、 《公报》 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以及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典型案例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权威性。 各地高级人民

法院、 中级人民法院和地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发布的典型案例的影响力

则有相当广阔的地域性， 要充分考虑各地经济发展存在差异性， 各地立法机关

会根据当地情况出台地方性法律条例， 导致法律法规适用在具体细节方面存在

差异， 特别是一些地区的政策因素需要重点考量。 比如，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

院、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发布的劳动争议典型案例三的裁判要点 “最
低工资标准包含劳动者个人应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 医疗保险费、 失业保险

费和住房公积金， 不包含支付给劳动者的加班加点工资， 中班、 夜班、 高温、
低温、 井下、 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和条件下的津贴， 以及法律、 法规和国

家规定的劳动者福利待遇等”， 该观点与上海、 北京等地不同。
其次， 把握 “时效”。 《公报》 案例、 典型案例并没有像最高人民法院指

导性案例那样建立失效制度①。 然而， 我们在实际参考时仍需要判断适用性，
部分典型案例因年代久远， 与新法律、 行政法规或者司法解释产生冲突， 也可

① 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自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 ９ 号、 ２０ 号指导性案例不

再参照。 但该指导性案例的裁判以及参照该指导性案例作出的裁判仍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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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被新的典型案例所取代， 从而失去参考价值。 比如， 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１ 期 《公报》
案例： 王云飞诉施耐德电气 （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劳动争议纠纷

案， 认为 “未约定给予劳动者竞业禁止经济补偿， 或者约定的竞业禁止经济补

偿数额过低、 不符合相关规定的， 该竞业禁止条款对劳动者不具有约束力”。
之后，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新司法解释， 上述观点即不再具有参考意义。 近

年， 苏州中级人民法院发布涉竞业限制劳动争议十大典型案例提到 “即使竞业

限制补偿数额约定缺失的， 仍可依法填补， 而不宜径行认定竞业限制协议无

效”， 符合新司法解释观点。 对此， 我们需要更新 “过时” 观点， 予以释明，
读者也需要留意。

功能三： 补充立法

指导性案例、 《公报》 案例和典型案例， 究其性质， 也是法律解释的形式

之一。 真实案例之所以能够成为指导性案例， 不取决于判决结果， 而是取决于

其中蕴含的法律原则， 这些原则性的东西才是其他同类案件在遵循先例时应当

吸收的内容。 它是以案例形式体现的法律解释。①

在司法实践中， 的确存有法律概念不明确、 原则性条款不够具体化等情

况， 也的确存在不同规则之间有漏洞等情况。 在逻辑判断上， 三段论之大前提

暂时无法确定的情况时有发生， 法官、 仲裁员只能运用法律基本原则， 进一步

推导适用于特定案件的裁审规则， 作为法律准绳， 从而保证所承办案件中查明

的法律事实有法可依。 因此， 指导性案例、 《公报》 案例和典型案例等生效案

件中归纳出的裁审规则， 就是 “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发文明确， 各级人民法

院在办理案件时， 对于 “缺乏明确裁判规则或者尚未形成统一裁判规则的”，
“应当进行类案检索”， 类案检索范围包括指导性案例、 典型案例、 参考性案例

以及裁判生效案件。 这样， 法官、 劳动争议仲裁员在裁审过程中遇到待决案

件， 经过比对案件事实， 确实存在相似性的， 应当参照、 参考， 简化了适用法

律的过程， 提高法律运用的准确性， 保障了裁审结论的公正性。
举个例子， 关于如何确定停工停产期间 “一个工资支付周期” 的起算点问

题， 实践中有不同理解。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最高人民法院劳动人事争议

典型案例 （第一批） 案例 ４ 指出 “该周期的性质应属缓冲期， 主要目的是体现

① 王利明： 《法学方法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 第 ３２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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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共担和疫情期间对劳动者基本权益的保护， 只有理解为一个时间长度， 才

符合相关规定的内涵”， 该观点被经常引用， 有当事人甚至在上诉理由中予以

援引①。
王利明教授指出： “指导性案例中所做出的价值判断， 可以为类似案件提

供基本的价值判断的准则。”② “法官要参考指导性案例进行利益衡量”③ 在价

值发生冲突的时候， 裁判者应当寻求应当优先保护的价值。
梁慧星教授认为： 如果法庭按照指导性案例的裁判方法进行裁判， 应当在

判决书的裁判理由部分引述指导性案例的编号和裁判要点， 但不能引用指导性

案例作为判决依据， 而应当引用指导性案例的同一判决依据， 作为本案的判决

依据。 例如， 该指导性案例以诚实信用原则作为裁判依据， 则本案也同样引用

诚信原则作为裁判依据。④

比如，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二批人民法院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典型民事案例四中， 某公司在招聘活动中因 “××省人” 这一地域事由对闫某

某实施了差别对待， 用人单位是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一方面， 劳动者依法享

有平等就业权； 另一方面， 用人单位也依法享有用工自主权。 当两种权益发生

冲突时， 公认的价值位阶是人格平等优先于营业 （用工） 自由， 人格利益也优

先于财产利益。 典型案例据此明确 “对平等就业权的侵害会损害劳动者的人格

尊严， 受害人有权依照民事法律规定， 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责任”。 裁判者

对同类案件进行比较和验证时， 也应得出类似结论。
又如， 劳动者享受了用人单位为其办理的北京户口， 违约跳槽后是否应当

支付违约金的问题， 实践中一直有争议。 《劳动合同法》 第二十五条规定 “除
本法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情形外， 用人单位不得与劳动者约定由劳

动者承担违约金”。 有意见认为该规则明显存在法律漏洞， 故应类推适用 《合
同法》 相关条款。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发布劳动争议典型案件明确 “用人单

位为其招用的劳动者办理北京户口， 双方据此约定了服务期， 劳动者本应恪守

诚实信用原则， 全面兑现合同承诺， 因劳动者违约提前离职， 给用人单位造成

①

②

③

④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 辽 ０１ 民终 ２５４５ 号。
王利明： 《法学方法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 第 ６１５ 页。
王利明： 《法学方法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 第 ６５３ 页。
梁慧星： 《民法总则讲义》，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 第 ２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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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的， 劳动者应当予以赔偿”。
功能四： 引导善法

《礼记·经解》 载明 “故礼之教化也微， 其止邪也于未形”。 指导性案例、
《公报》 案例和典型案例进一步延伸、 延续了法院、 仲裁的裁审效果和社会影

响。 典型案例的公开性， 让社会公众周知， 让广大从业者学法普法， 让劳动者

和用人单位正确规避法律风险， 从而预防和缓和劳动关系矛盾， 节约社会成本

和司法成本， 达到审判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
学习典型案例时， 应注意 “点面结合”。 既要正确理解案例要点， 也要学

习各类白皮书正文建议。 各地典型案例在普法宣传、 明确规则， 反映社会关注

的法律问题、 社会事件方面也功不可没， 有效引导了相关部门和单位积极履

职， 合法合理行使社会主体行为。 比如， 针对超龄劳动者群体合法权益保障问

题， 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 年度劳动争议审判白皮书提出了具体建议：
建议加强完善法律、 法规， 不断完善超龄劳动者合法权益保护的制度依据； 建

议用人单位为超龄劳动者购买雇主责任险等防范措施； 建议超龄劳动者在签署

劳务协议时特别注意工作内容、 报酬、 劳动保护、 合同解除及终止条款等。
难能可贵的是，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发布程序严谨、 数量有限、 质

量较高。 公告案例、 典型案例的搜索关键词 “防疫” “新业态” “竞业限制”
成为近年来的高频词， 适时适当发布典型案例可以积极有效回应社会关切，
“对症下药” 解决实际问题， 引领社会舆论， 发挥 “轻骑兵” 作用。 近年来，
一些企业家捧吹 “９９６ 工作制”，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最高人民法院即于

２０２１ 年适时发布超时加班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 （第二批）， 十个案例的裁判

结果全部为用人单位败诉， 从而清晰表明了有关部门的否定态度。 ２０２２ 年， 最

高人民法院针对劳动者权益保护问题， 于 ７ 月、 １２ 月发布第三十二批 ７ 件、 第

三十四批 １ 件指导性案例， 全部为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类案例， 引导社会重视

民生， “善法良治”。
“书中自有颜如玉”， 祝您阅读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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