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1. 明确规定了因社会保险发生的争议可进行仲裁，改变了实

践中社保只能由劳动监察进行处理而不能提起仲裁的局面。

2.劳动者一方在十人以上，并有共同请求的，可以推举代表

参加调解、仲裁或者诉讼。

3.规定企业内部进行调解时，调解协议书由双方当事人签名

或者盖章，并经调解员签名并加盖调解组织印章后才生效。企业

自己再和劳动者进行私了就不行了。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由

职工代表和企业代表组成。职工代表由工会成员担任或者由全体

职工推举产生，企业代表由企业负责人指定。

4. 达成调解协议后，一方当事人在协议约定期限内不履行调

解协议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仲裁。但是，因支付拖欠

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事项达成调解协议，

用人单位在协议约定期限内不履行的，劳动者可以持调解协议书

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发出支付令。

5. 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

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

6. 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

请仲裁不受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

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以往对于加班费用的保护，

只保护自提起仲裁开始前的 60 天。而这一规定显然是借鉴了最高

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精神，只要劳动关系还存续，就不受限制。

这一条文隐含的意义还在于，对于存续期间发生的劳动报酬拖欠

纠纷，可能不会再受到两年的限制，也就是说，只要在离职后一

年内提出，以前的报酬不管有多少年，都应当得到保护。

7.仲裁庭裁决劳动争议案件，应当在四十五日内结束。案情



复杂需要延期的，不得超过十五日。逾期未作出仲裁裁决的，当

事人可以就该劳动争议事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条规定，

仍然保持了原六十天的规定，只不过要求更快结案。同时规定，

超过期限未作出的，视为该程序已经履行完毕，当事人就可以直

接起诉。

8.对追索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的案

件，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决先予执行，移送人民法院执行。

劳动者申请先予执行的，可以不提供担保。

9.金钱性与强制性劳动争议案件，对企业而言，是一裁终局，

不得上诉，只能在三十日内向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同时对撤

销的要求作了严格限制；而对劳动者而言，如有不服，可在十五

日内向基层法院起诉。这是最大的一个体制变化。这些案件主要

是两类，一类与金钱有关，包括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

偿、赔偿金；但有数额限制，不超过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 12 个月

金额；另一类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有关，包括工作时间、休息休

假、社会保险等。

10.劳动争议仲裁不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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