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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讯 （记者张
媛）劳动争议案件持续高
发、企业高管首次占到了涉
案劳动者的一成以上、法院
将公布违法用工单位黑名
单……昨日上午，海淀法院
发布了劳动争议审判情况
白皮书，这是北京法院系统
首次公布。

部分诉讼有情绪性倾向

海淀法院公布白皮书之
前，审理了一起劳动案件。

孙女士原是一家科技公
司的员工，和单位签订的劳
动合同是2009年12月至2010
年12月，之后虽然没有续签
合同，但仍在公司工作。去
年10月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关
系，孙女士要求公司支付未签
合同期间的双倍工资3万元。

开庭时，公司方面称孙
女士还负责公司人事行政，
称孙故意隐瞒自己未签合
同，要求双倍工资是欺诈行
为。公司要求孙女士返还
6610元。

审理此案的海淀法院
劳动争议庭副庭长马千里
介绍，这种在劳动者提出异
议后、用人单位再要求劳动
者返还公司财物并赔偿经
济损失的情况，被称为对抗
性诉讼、情绪化诉讼倾向。

海淀法院在此次白皮

书中，认为造成这一局面的
原因是目前劳动者和用人
单位大部分无法自行和解、
企业内部工会职能弱化、行
政调解的作用有限等。

违法用工将被曝光

法院在调研中还发现，
用人单位的相关规章制度
经常未通过民主程序制定、
未向劳动者进行有效的公
示和送达，或者为了规避缴
纳社会保险的义务，在劳动
合同中约定无需为劳动者
缴纳社会保险等。

因此，法院将尝试建立
违法用工单位“黑名单”公
布制度，将部分劳动争议纠
纷频发、管理制度违法突出
的企业公之于众，督促其依
法调整企业管理方式。

此次海淀法院白皮书
指出，虽然《劳动合同法》
已施行逾四年，但用人单
位“新法过渡期不适症”依
然存在，比如部分用人单
位采用隐蔽用工方式规避
劳动合同法规定的义务，部
分大型国有、集体企业仍
然通过劳务派遣的方式分
化用工模式，导致了同工
不同酬；餐饮企业将后厨
承包给个人，再由承包者
自行招用劳动者，导致用
工不规范等。

海淀法院发布劳动争议白皮书，称用人单位“新法过渡期”仍未完成

海淀法院将曝光违法用工单位

妻子提出离婚 男子刀砍幼女
被控制后称自己幼年父母离异，担心女儿像自己小时候一样受罪；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批捕

新京报讯 （记者安颖
通讯员李照君）夫妻关系发
生问题，妻子提出离婚，男子
方某刀砍 6 岁女儿。被警方
控制后，方某称自己小时候
父母离异，“不想让女儿再受
自己遭过的罪”。日前，方某
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延庆县检
察院批准逮捕。

“生活不如意就想
起童年”

检方经审查了解到，方
某的童年生活并不幸福。

据介绍，方某自幼父母
离异，爷爷奶奶去世后，被过
继给了姑姑，姑姑成了他第
二个“妈妈”。这段经历对其
心理造成了极为强烈的负面
影响。每当生活中遇到不如
意的时候，他总是会联想起
童年生活。

检方介绍，方某成家后，
妻子林某和“婆婆”逐渐出现
摩擦。

方某说，在一次婆媳冲
突后，“婆婆”盛怒之下将菜
刀扔到林某的脚下，所幸没
有造成林某受伤害。妻子林

某对他在婆媳冲突时没有维
护自己而耿耿于怀，于今年
2月离家出走。

带女寻妻未果事发

方某被控制后说，妻子
出走后，他带着女儿寻找妻
子，期间女儿生病。他联想
到自己童年的缺乏父母关爱
的经历，精神接近崩溃，产生
厌世情绪。

案卷资料显示，半个月
后，方某在岳母家找到了妻
子，但妻子已向法院提出离

婚诉讼。
今年 3 月 19 日，方某再

次来到岳母家，因妻子坚持
离婚，苦求无果之下，他拿起
菜刀砍杀女儿，虽经妻子等
人阻拦，仍造成 6 岁的女儿
背部轻微伤。

“ 如 果 我 和 妻 子 离 婚
了，女儿今后就会过上与
我小时候一样的生活，甚
至还不如自己，我不想让
女儿受罪，干脆将女儿杀
死，然后自己再自杀。”在
警方讯问过程中，方某道
出作案动机。

检方介绍，本案的发
生，给方某的女儿造成心灵
创伤。“我恨爸爸。”年仅 6
岁的孩子曾如是说。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储朝晖研究员表示，孩子最
亲密、最信任的亲属，之间
无论有何问题，都应该顾及
孩子的感受，不能对无辜的
孩子泄愤，否则，很可能在

判别力、思考力尚未成熟的
孩子心中种下阴暗的种子，
严重的话将影响其一生。

如果家长的行为已经
对孩子造成了影响或孩子
已经对家长产生误解，家长
应郑重地向孩子道歉，获得
孩子的原谅，再以恰当的方
式对其加以弥补，这样才能
逐渐驱散孩子心中的阴影。

■ 专家说法

家长解决矛盾 应顾及孩子

■ 焦点

企业高管纠纷老总需出庭
海淀法院去年劳动争议案件中，超10%涉及高管

海淀法院在调研去年
审 理 的 3216 件 劳 动 争 议
案件后发现，涉案劳动者
中 ，普 通 员 工 占 到 绝 大
多数比例高达 78%，涉及
企业高管的比例首次占到
了 10.2%。

海淀法院劳动争议庭
庭长李盛荣介绍，高管到底
是劳方还是资方在法律上
边界不清，他们虽然是以劳
动者的身份进入诉讼，但企
业在他们面前往往相对弱
势，有时高管甚至自己就掌
握着劳动合同的制定、自己
拿着档案。此外，由于高管
和企业老总之间的情感链

接、信任关系，往往高管的
用工方式比较隐蔽。

李盛荣介绍，审理高管
案件一般需老练的法官审
理，不能让双方当事人举证
的责任僵化，“一般要求用
人单位的老总当庭来对质，
有些事情只有他们俩人知
道，证人出庭和质证对查明
事实非常关键”。

李盛荣建议，涉及公司
高管的薪酬奖励和股票期
权等争议不断出现，法律关
系复杂，“对高管人员的劳
动者身份确认以及举证责
任分配等方面应建立特殊
机制”。

海淀法院发现，部分企
业滥用劳务派遣，导致员工
维权难。

李盛荣提出，实践中一
些即便是有派遣资质的企业
其实也是注册资金短缺、用
工能力薄弱、管理混乱，“甚
至一到诉讼时根本找不到这
个公司，很多可能就是临时
成立的，就是为了能收一笔
管理费、然后再派回去”。

这种劳务派遣一旦进
入诉讼阶段，劳动者要将两
家单位一起告，“诉讼时间
延长，找不到派遣单位的还
要由法院发公告，维权之路
比较艰难”。

劳动合同法的修订已经
列入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
立法计划。李盛荣认为，修
订时应对劳务派遣的情况进
行规范。

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
与研究中心主任黄乐平提
出，按照《劳动合同法》规
定，劳务派遣一般应在临时
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
作岗位上实施，但现实中由
于法律规定造成了劳务派
遣无序蔓延，因此建议此次
修改务必明确“临时性、辅
助性、替代性”三性的范围，
如对临时性做出明确的时
间限定。

海淀法院建议规范劳务派遣
认为部分企业滥用劳务派遣，导致员工维权难

昨天上午，海淀法院审理一起劳动争议案件，不少市民和企业代表旁听，希望从中得到启示。 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摄

普通员工78%

2011年海淀法院劳动争议
案件结案方式情况

涉案劳动者构成情况

其他5.1%

调解调解1414..99%%

撤诉撤诉2020..44%%
判决59.6%

核心技术人员11.8%

企业高管10.2%

劳动纠纷主要发生时间
和发生企业示意图

非公企业劳动案件

占受理案件总数92%

追索劳动报酬案件

占案件总数59%

劳动关系解除阶段案件

占案件总数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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