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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障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合法

权益,制定这本小册子,带您走进调解仲

裁,帮助你了解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与

您一起共建和谐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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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如何申请调解? 

答：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不愿协商或协商不成的,可以

向调解组织申请调解。 

人事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

协商不成的，可以向主管部门申请调解，其中军队聘用单位

与文职人员的人事争议，可以向聘用单位的上一级单位申请

调解； 

2 问：调解未果怎么办？ 

答：劳动人事争议当事人不愿意调解、调解不成或者达

成调解协议后不履行的，可以向有管辖权的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3 问：调解达成一致的，该怎么办？ 

答：经调解组织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双方当事人可以

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共同向有管辖权的仲裁委

员会提出仲裁审查申请。 

4 问：申请审查调解协议，应当提交什么资料？ 

答：当事人申请审查调解协议，应当向仲裁委员会提交

仲裁审查申请书、调解协议和身份证明、资格证明以及其他

与调解协议相关的证明材料，并提供双方当事人的送达地址、

电话号码等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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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问：哪些情形的仲裁审查申请，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 

答：（一）不属于仲裁委员会受理争议范围的； 

（二）不属于本仲裁委员会管辖的； 

（三）超出规定的仲裁审查申请期间的； 

（四）确认劳动关系的； 

（五）调解协议已经人民法院司法确认的。 

6 问：调解协议仲裁审查应在几日内完成? 

答：仲裁委员会审查调解协议，应当自受理仲裁审查申

请之日起五日内结束。因特殊情况需要延期的，经仲裁委员

会主任或者其委托的仲裁院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五日。 

7 问：哪些调解协议不予制作调解书? 

答： 调解协议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仲裁委员会不予

制作调解书： 

（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 

（二）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公民、法人、

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 

（三）当事人提供证据材料有弄虚作假嫌疑的； 

（四）违反自愿原则的； 

（五）内容不明确的； 

（六）其他不能制作调解书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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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委员会决定不予制作调解书的，应当书面通知当事

人。 

8 问：仲裁审查申请可以撤回吗? 

答：可以。当事人撤回仲裁审查申请或者仲裁委员会决

定不予制作调解书的，应当终止仲裁审查。 

9 问：可以不经过调解直接申请仲裁吗？ 

答：对未经调解、当事人直接申请仲裁的争议，仲裁委

员会可以向当事人发出调解建议书，引导其到调解组织进行

调解。当事人同意先行调解的，应当暂缓受理；当事人不同

意先行调解的，应当依法受理。 

10 问：什么是仲裁委员会庭前调解？ 

答：开庭之前，经双方当事人同意，仲裁庭可以委托调

解组织或者其他具有调解能力的组织、个人进行调解。自当

事人同意之日起十日内未达成调解协议的，应当开庭审理。 

11 问：庭审过程中是否可以进行调解？ 

答：仲裁庭审理争议案件时，应当进行调解。必要时可

以邀请有关单位、组织或者个人参与调解。 

12 问：经仲裁调解达成协议的，该做什么？ 

答：仲裁调解达成协议的，仲裁庭应当制作调解书。 

调解书应当写明仲裁请求和当事人协议的结果。调解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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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仲裁员签名，加盖仲裁委员会印章，送达双方当事人。 

13 问：调解书何时生效？ 

答：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发生法律效力。 

14 问：调解不成或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该怎么办？ 

答：调解不成或者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当事人反悔的，

仲裁庭应当及时作出裁决。 

15 问：哪些劳动人事争议可以申请仲裁? 

（1）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与

劳动者之间，以及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与其建立劳动

关系的劳动者之间，因确认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

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福

利、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

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 

（2）实施公务员法的机关与聘任制公务员之间、参照

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单位）与聘任工作人员之间因履行聘

任合同发生的争议； 

（3）事业单位与其建立人事关系的工作人员之间因终

止人事关系以及履行聘用合同发生的争议； 

（4）社会团体与其建立人事关系的工作人员之间因终

止人事关系以及履行聘用合同发生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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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军队文职人员用人单位与聘用制文职人员之间因

履行聘用合同发生的争议； 

（6）法律、法规规定由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处理

的其他争议。 

16 问：哪些情形仲裁委员会对仲裁申请不予受理? 

不符合劳动人事争议受案范围的; 

没有明确的仲裁请求和事实理由的; 

申请人不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自然人、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或没有明确的被申请人的； 

申请人基于同一事实、理由和仲裁请求，对仲裁委员会

已经依法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的案件又申请仲裁的； 

申请人基于同一事实、理由和仲裁请求，对已在仲裁、

诉讼过程中的案件或者调解书、裁决书、判决书已经发生法

律效力的案件又申请仲裁的。 

17 问：劳动者请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发放社会保险金

的争议属于劳动争议吗？ 

答：不属于。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相

关规定处理。 

18 问：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因住房制度改革产生的公有

住房转让以及住房公积金缴纳的争议属于劳动争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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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不属于。应按《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

处理。 

19 问：家庭或者个人与家政服务人员之间的争议属于

劳动争议吗？ 

答：不属于。可按人民调解、民事诉讼的相关规定处理。 

20 问：用人单位与招用的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发

生的争议属于劳动争议吗？ 

答：不属于。可按人民调解、民事诉讼的相关规定处理。 

21 问：全日制在校大学生与用人单位发生的争议属于

劳动争议吗？ 

答：不属于。可按人民调解、民事诉讼的相关规定处理。 

22 问：个人工匠与帮工、学徒之间的争议属于劳动争

议吗？ 

答：不属于。可按人民调解、民事诉讼的相关规定处理。 

23 问：农村土地家庭承包方与受雇人之间的争议属于

劳动争议吗？ 

答：不属于。可按人民调解、民事诉讼的相关规定处理。 

24 问：劳动者因对原国有、集体企业在改制过程中按

安置方案支付的安置补偿费用发生的争议属于劳动争议吗？ 

答：不属于。建议向主管部门进行咨询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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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问：退伍军人安置争议属于劳动人事争议吗？ 

答：不属于。建议向主管部门进行咨询解决。 

26 问：申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应当符合什么条件？ 

答：（1）申请人是与本争议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自然人、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2）有明确的被申请人；  

（3）双方当事人主体适格； 

（4）有具体明确的仲裁请求、事实和理由； 

（5）符合受理范围和管辖范围的相关规定。 

27 问：申请仲裁需要提交什么材料？ 

答：（1）仲裁申请书。正本一份，副本按照被申请人

的人数提交。 

（2）身份证明材料。 

申请人是自然人的：①申请人身份证的正反面复印件一

份；②用人单位的企业工商登记信息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

件一份（可登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或全国组织机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网站查询）。③委托代理人为律师、法律

工作者的提交：执业资格证复印件一份、授权委托书原件一

份及律师事务所或法律服务所公函原件一份。委托代理人为

近亲属的提交：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一份、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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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书原件一份、近亲属关系证明材料一份。委托代理人为

社区、单位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的，提交委托代理人

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一份、授权委托书原件一份及社区、单

位或有关社会团体推荐信原件一份。 

申请人是用人单位的：①本单位的营业执照副本或组织

机构代码证复印件一份；②本单位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正反

面复印件一份及身份证明书原件一份；③委托代理人为律师

或法律工作者的提交：执业资格证复印件一份、授权委托书

原件一份及律师事务所或法律服务所公函原件一份。委托代

理人为与本单位有劳动人事关系的工作人员提交：委托代理

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一份及授权委托书原件一份；④劳动

者的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一份。 

（3）填写《送达确认书》，载明准确的送达地址、联

系电话及其他联系方式。 

（4）证据材料及证据目录。 

能够体现与被申请人之间存在劳动或者人事关系以及

与争议事项存在关联的有关证据材料，并列好证据目录。提

交正本一份，副本按照被申请人的人数数量提交。 

28 问：仲裁申请书应当载明什么内容？ 

答：申请人申请仲裁应当提交书面仲裁申请，并按照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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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人数提交副本。 

仲裁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劳动者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

住所、通讯地址和联系电话，用人单位的名称、住所、通讯

地址、联系电话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 

（二）仲裁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理由； 

（三）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所。 

仲裁申请书应由申请人本人签字，申请人是用人单位的

应该加盖单位公章。 

29 问：劳动人事争议是否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 

答：不能，需要先经过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后，

对仲裁结果不服的才能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0 问：被申请人收到仲裁申请书后应该怎么做？ 

答：仲裁委员会受理仲裁申请后，应当在五日内将仲裁

申请书副本送达被申请人。被申请人收到仲裁申请书副本后，

应当在十日内向仲裁委员会提交答辩书。仲裁委员会收到答

辩书后，应当在五日内将答辩书副本送达申请人。被申请人

逾期未提交答辩书的，不影响仲裁程序的进行。 

31 问：何时提出反申请? 

答：被申请人可以在答辩期间提出反申请，仲裁委员会



— 10 — 

应当自收到被申请人反申请之日起五日内决定是否受理并

通知被申请人。 

32 问：反申请受理后如何处理? 

答：仲裁委员会决定受理的，可以将反申请和申请合并

处理。 

33 问：反申请未受理,怎么办? 

答：该反申请如果是应当另行申请仲裁的，仲裁委员会

应当书面告知被申请人另行申请仲裁；该反申请如果是不属

于应当受理的，仲裁委员会应当向被申请人出具不予受理通

知书。 

34 问：逾期提出反请求的处理? 

答：被申请人在答辩期满后对申请人提出反申请的，应

当另行申请仲裁。 

35 问：仲裁处理结果作出前，申请人能否自行撤回仲

裁申请？ 

答：仲裁处理结果作出前，申请人可以自行撤回仲裁申

请。申请人再次申请仲裁的，仲裁委员会应当受理。 

36 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是否收费？ 

答：不收费。 

37 问：发生争议的用人单位未办理营业执照、被吊销



— 11 — 

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到期继续经营、被责令关闭、被撤销以

及用人单位解散、歇业，不能承担相关责任的情形如何确定

当事人? 

答：应当将用人单位和其出资人、开办单位或者主管部

门作为共同当事人。 

38 问： 劳动者与个人承包经营者发生争议如何确定

当事人? 

答：应当将发包的组织和个人承包经营者作为共同当事

人。 

39 问：双方当事人分别向劳动合同履行地和用人单位

所在地的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的，由哪个仲裁委员会管辖? 

答：由劳动合同履行地的仲裁委员会管辖。有多个劳动

合同履行地的，由最先受理的仲裁委员会管辖。劳动合同履

行地不明确的，由用人单位所在地的仲裁委员会管辖。案件

受理后，劳动合同履行地或者用人单位所在地发生变化的，

不改变争议仲裁的管辖。 

40 问：能否提出管辖权异议? 

答：可以。当事人提出管辖异议的，应当在答辩期满前

书面提出。仲裁委员会应当审查当事人提出的管辖异议，异

议成立的，将案件移送至有管辖权的仲裁委员会并书面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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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异议不成立的，应当书面决定驳回。当事人逾期提

出的，不影响仲裁程序的进行。 

41 问：申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的时效期间是多长？ 

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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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人事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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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上述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人事关系终

止的，应当自劳动人事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42 问：时效中断的法定情形有哪些？ 

答：（一）一方当事人通过协商、申请调解等方式向对

方当事人主张权利的； 

（二）一方当事人通过向有关部门投诉，向仲裁委员会

申请仲裁，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申请支付令等方式请求权利

救济的； 

（三）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的。 

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43 问：时效中止的法定情形有哪些？ 

答：因不可抗力，或者有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劳动者的法定代理人未确定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

人不能在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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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 

44 问：哪些劳动人事争议案件由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管辖？ 

答：湖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管辖单位名录： 

一、驻汉中央机关垂直管理机构、直属机构、直属事业

单位 

1、财政部驻湖北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2、国家土地

督察武汉局；3、商务部驻武汉特派员办事处；4、审计署驻

武汉特派员办事处；5、武汉海关；6、湖北省国家税务局；

7、湖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8、国家林业局驻武汉森林资源

监督专员办事处；9、湖北煤矿安全监察局；10、湖北储备

物资管理局；11、水利部长江委员会；12、国家统计局湖北

调查总队；13、湖北省地震局（中国地震局地震研究所）；

14、湖北省气象局；15、中国冶金地质总局中南局；16、交

通部长江航务管理局；17、长江海事局；18、湖北省邮政管

理局；19、湖北省通信管理局；20、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

21、中国银监会湖北监管局；22、中国证监会湖北监管局；

23、中国保监会湖北监管局；24、人民日报湖北分社；25、

新华通讯社湖北分社；26、光明日报湖北记者站；27、中国

科学院武汉分院；28、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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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驻鄂部队（武警）军级单位 

1、空降兵军； 2、海军工程大学； 3、中国人民解放

军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讯学院； 4、空军预警学院 ；5、火

箭军指挥学院； 6、陆军勤务学院； 7、空军武汉指挥所； 

8、武汉联勤保障基地 ；9、湖北省军区； 10、湖北武警总

队。 

45 问：哪些劳动人事争议案件由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管辖？ 

答: 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管辖中心城区（武汉经

济技术开发区除外）发生的以下劳动人事争议案件： 

1、中央在汉企业及其所属用人单位发生的劳动人事争

议案件； 

2、国家各部、委、办、局在汉事业单位、企业及其所

属用人单位发生的劳动人事争议案件； 

3、省属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所属用人单位

发生的劳动人事争议案件； 

4、驻汉部队非省辖单位发生的劳动人事争议案件； 

以上“所属用人单位”及“驻汉部队非省辖单位”中涉

及企业、民办非企业等组织的，为注册（开办）资金在 5000

万元人民币或 800 万美元及以上的用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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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市属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发生的劳动人事争

议案件； 

6、湖北省、武汉市及各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或相关部门

注册登记的企业、民办非企业等组织中，注册（开办）资金

在 5000 万元人民币或 800 万美元及以上的用人单位发生的

劳动争议案件； 

7、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管辖的其他劳动人事争议案件。 

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在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设东湖办

事处，管辖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和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内发生

的全部劳动人事争议案件。 

46 问：哪些劳动人事争议案件由武汉市各区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管辖？ 

答：武汉市各新城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

内发生的全部劳动人事争议案件均由所在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负责管辖。其他各中心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原则上管辖本行政区域内除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

会管辖范围以外的劳动人事争议案件。武汉化工区内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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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人事争议案件由青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管辖。 

47 问：如何得知开庭时间以及仲裁庭组成情况？ 

答：仲裁委员会应当在受理仲裁申请之日起五日内组成

仲裁庭并将仲裁庭的组成情况书面通知当事人。仲裁庭应当

在开庭五日前，将开庭日期、地点书面通知双方当事人。 

48 问：如何申请延期开庭？ 

答：当事人有正当理由的，可以在开庭三日前请求延期

开庭。是否延期，由仲裁委员会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49 问：收到书面开庭通知的,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

未经仲裁庭同意中途退庭的,有何后果? 

答：申请人收到书面开庭通知，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

者未经仲裁庭同意中途退庭的，可以按撤回仲裁申请处理；

申请人重新申请仲裁的，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被申请人收

到书面开庭通知，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仲裁庭同意

中途退庭的，仲裁庭可以继续开庭审理，并缺席裁决。 

50 问：能否追加第三人或者共同当事人？ 

答：申请人要求追加第三人或者共同当事人的，仲裁庭

对其申请进行审查，申请有理的，书面通知被追加的第三人

或者共同当事人参加仲裁活动；申请无理的，予以驳回。案

外人申请参加仲裁活动的，仲裁庭对其申请进行审查，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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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与争议处理结果确有利害关系的，可以书面通知其参加仲

裁活动；认为其与争议处理结果无利害关系的，予以驳回。

仲裁庭认为应当追加第三人或者共同当事人的，应当书面通

知被追加的第三人或者共同当事人参加仲裁活动。 

51 问：双方当事人应当遵守的仲裁庭纪律有哪些? 

答：仲裁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仲裁庭纪律，不得有

下列行为： 

（一）未经准许进行录音、录像、摄影；. 

（二）未经准许以移动通信等方式现场传播庭审活动； 

（三）其他扰乱仲裁庭秩序、妨害审理活动进行的行为。 

仲裁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前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仲裁

庭可以训诫、责令退出仲裁庭，也可以暂扣进行录音、录像、

摄影、传播庭审活动的器材，并责令其删除有关内容。拒不

删除的，可以采取必要手段强制删除，并将上述事实记入庭

审笔录。 

52 问：应在什么时候增加或者变更仲裁请求？ 

答：申请人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可以提出增加或者变更仲

裁请求。 

53 问：增加或者变更仲裁请求对答辩期的影响？ 

答：仲裁庭对申请人增加或者变更的仲裁请求审查后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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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当受理的，应当通知被申请人并给予答辩期，被申请人

明确表示放弃答辩期的除外。 

54 问：申请人逾期提出增加或者变更仲裁请求的怎么

处理？ 

答：申请人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提出增加或者变更仲裁请

求的，应当另行申请仲裁。 

55 问：什么是简易处理? 

答：简易处理是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并由仲裁委员会

决定简易处理的案件： 

（一）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 

（二）标的额不超过本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职工

年平均工资的； 

（三）双方当事人同意简易处理的。 

仲裁委员会决定简易处理的，可以指定一名仲裁员独任

仲裁，并应当告知当事人。 

56 问：哪些情形不适用简易处理? 

答：（一）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 

（二）有重大社会影响的； 

（三）被申请人下落不明的； 

（四）仲裁委员会认为不宜简易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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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问：简易处理是否可以简化答辩期? 

答：简易处理的案件，经与被申请人协商同意，仲裁庭

可以缩短或者取消答辩期。 

58 问：简易处理中关于送达法律文书的特殊规定有哪

些? 

答：简易处理的案件，仲裁庭可以用电话、短信、传真、

电子邮件等简便方式送达仲裁文书，但送达调解书、裁决书

除外。 

以简便方式送达的开庭通知，未经当事人确认或者没有

其他证据证明当事人已经收到的，仲裁庭不得按撤回仲裁申

请处理或者缺席裁决。 

59 问：简易处理是否可以根据案件情况确定举证期限、

开庭日期、审理程序、文书制作等事项？ 

答：简易处理的案件，仲裁庭可以根据案件情况确定举

证期限、开庭日期、审理程序、文书制作等事项，但应当保

障当事人陈述意见的权利。 

60 问：什么情况下，简易处理会变更为一般程序处理？ 

答：仲裁庭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件不宜简易处理的，

应当在仲裁期限届满前决定转为按照一般程序处理，并告知

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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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问：简易处理转为一般程序处理，如何计算仲裁期

限？ 

答：案件转为按照一般程序处理的，仲裁期限自仲裁委

员会受理仲裁申请之日起计算。 

62 问：简易处理转为一般程序处理，对已经确认的事

实如何处理？ 

答：双方当事人已经在简易处理中确认的事实，可以不

再一般程序中进行举证、质证。 

63 问：什么是集体争议案件？ 

答：劳动者一方在十人以上并有共同请求的争议案件，

或者因履行集体合同发生的劳动争议案件。 

64 问：集体争议案件能否简易处理？ 

答：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集体劳

动人事争议案件，可以简易处理。 

65 问：集体争议案件能否推举代表参加仲裁活动？ 

答：发生劳动者一方在十人以上并有共同请求的争议的，

劳动者可以推举三至五名代表参加仲裁活动。代表人参加仲

裁的行为对其所代表的当事人发生效力，但代表人变更、放

弃仲裁请求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仲裁请求，进行和解，必

须经被代表的当事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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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履行集体合同发生的劳动争议，经协商解决不成的，

工会可以依法申请仲裁；尚未建立工会的，由上级工会指导

劳动者推举产生的代表依法申请仲裁。 

66 问：什么情形下可以申请仲裁员、记录人员回避？ 

答：（一）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代理人的近亲属

的； 

（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 

（三）与本案当事人、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

正裁决的； 

（四）私自会见当事人、代理人，或者接受当事人、代

理人的请客送礼的。 

67 问：以什么方式申请回避？ 

答：当事人申请回避可以口头或者书面形式提出。仲裁

委员会对回避申请应当及时作出决定，并以口头或者书面方

式通知当事人。 

68 问：申请回避的时间？ 

答：当事人申请回避，应当在案件开庭审理前提出，并

说明理由。回避事由在案件开庭审理后知晓的，也可以在庭

审辩论终结前提出。当事人在庭审辩论终结后提出回避申请

的，不影响仲裁程序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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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问：举证的基本原则? 

答：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

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

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70 问：主张劳动合同成立和生效、变更或解除等由谁

承担举证责任？ 

答：主张劳动合同（或劳动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

事人对劳动合同（或劳动关系）成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

责任；主张劳动合同变更、解除、终止的一方当事人对劳动

合同应予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劳动合同是否履行发

生的劳动争议的，有负有履行劳动合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承

担举证责任。 

71 问：因用人单位作出解除劳动合同（或劳动关系）、

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发生劳动争议的，

由谁付举证责任？ 

答：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72 问：因用人单位存在其他违法情形导致劳动者提出

解除劳动合同发生劳动争议，由谁负有举证责任？ 

答：由用人单位对是否存在违法情形负举证责任。 

73 问：提交证据有什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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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当事人应当对其提交的证据材料逐一分类编号并装

订成册，对证据材料的来源、证明对象和内容做简要说明，

签名或盖章，注明提交日期，并依照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

本。 

74 问：举证期限的要求? 

答： 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在仲裁委员会指定的

期限内提供有关证据。当事人在该期限内提供证据确有困难

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申请延长期限，仲裁委员会根据当事

人的申请适当延长。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仲裁委员会应

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仲裁

委员会可以根据不同情形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

但予以训诫。 

75 问：如何补充举证？ 

答：仲裁庭视案情允许当事人补充证据的，当事人应当

在仲裁庭指定的时间内补正，如果在指定的时间内不能补正

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76 问：证据的类型有哪些？ 

答：证据分为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

人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 

77 问：对书证和物证有什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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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书证和物证应当提交与原件、原物核对无异的复印

（制）件、照片、副本、记录本；当事人提供外文书证或者

外文说明资料应当附有中文译本；仲裁庭审理时当事人对书

证与物证的原件、原物进行质证。 

78 问：对视听资料、电子数据作为证据有什么要求？ 

答：当事人提供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据的，应当提交

拷贝文件载体（如光盘等）和完整的书面记录。 

79 问：申请鉴定的费用由谁承担？ 

答：当事人申请鉴定的，鉴定费由申请鉴定方先行垫付，

案件处理终结后，由鉴定结果对其不利方负担。鉴定结果不

明确的，由申请鉴定方负担。 

80 问：如何申请证人出庭作证？ 

答：当事人可以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当事人申请证人出

庭作证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并经仲裁委员会许

可。 

81 问：证人出庭作证有什么需要遵守的规定？ 

答：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证人出庭

确有困难的，经仲裁委员会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言作证。

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客观陈述其亲身经历的事实。证人作证

时，不得使用猜测、推断或者评论性的语言。仲裁员和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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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以对证人进行询问。证人不得旁听仲裁庭审理。询问证

人时，其他证人不得在场。仲裁庭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让证

人进行对质。 

82 问：仲裁庭庭审依次包括哪些程序？ 

答：（1）仲裁庭调查；（2）辩论；（3）调解。 

83 问：庭审过程中有什么纪律要求? 

答： 仲裁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仲裁庭纪律，不得

有下列行为： 

（一）未经准许进行录音、录像、摄影； 

（二）未经准许以移动通信等方式现场传播庭审活动； 

（三）其他扰乱仲裁庭秩序、妨害审理活动进行的行为。 

仲裁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前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仲裁

庭可以训诫、责令退出仲裁庭，也可以暂扣进行录音、录像、

摄影、传播庭审活动的器材，并责令其删除有关内容。拒不

删除的，可以采取必要手段强制删除，并将上述事实记入庭

审笔录。 

84 问：如何补正庭审笔录？ 

答：仲裁庭应当将开庭情况记入笔录。当事人或者其他

仲裁参与人认为对自己陈述的记录有遗漏或者差错的，有权

当庭申请补正。仲裁庭认为申请无理由或者无必要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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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补正，但是应当记录该申请。 

仲裁员、记录人员、当事人和其他仲裁参与人应当在庭

审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当事人或者其他仲裁参与人拒绝在

庭审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的，仲裁庭应当记明情况附卷。 

85 问：仲裁委员会应在多长时间内审理结案？ 

答：仲裁庭裁决案件，应当自仲裁委员会受理仲裁申请

之日起四十五日内结束。案情复杂需要延期的，经仲裁委员

会主任或者其委托的仲裁院负责人书面批准，可以延期并书

面通知当事人，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十五日。 

86 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审理期限的特殊计算方式有

哪些？ 

答：有下列情形的，仲裁期限按照下列规定计算： 

（一）仲裁庭追加当事人或者第三人的，仲裁期限从决

定追加之日起重新计算； 

（二）申请人需要补正材料的，仲裁委员会收到仲裁申

请的时间从材料补正之日起重新计算； 

（三）增加、变更仲裁请求的，仲裁期限从受理增加、

变更仲裁请求之日起重新计算； 

（四）仲裁申请和反申请合并处理的，仲裁期限从受理

反申请之日起重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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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案件移送管辖的，仲裁期限从接受移送之日起重

新计算； 

（六）中止审理期间、公告送达期间不计入仲裁期限内； 

（七）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另行计算的其他情形。 

87 问：什么情形下中止劳动人事争议案件的审理？ 

答：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仲裁委员会主任或者其委托

的仲裁院负责人批准，可以中止案件审理，并书面通知当事

人： 

（一）劳动者一方当事人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表明是

否参加仲裁的； 

（二）劳动者一方当事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尚未确定

法定代理人参加仲裁的； 

（三）用人单位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继者的； 

（四）一方当事人因不可抗拒的事由，不能参加仲裁的； 

（五）案件审理需要以其他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且

其他案件尚未审结的； 

（六）案件处理需要等待工伤认定、伤残等级鉴定以及

其他鉴定结论的； 

（七）其他应当中止仲裁审理的情形。 

中止审理的情形消除后，仲裁庭应当恢复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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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问：仲裁庭审是否公开？ 

答：除当事人协议不公开或者涉及国家机密、军事机密、

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案件外，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公开审理。 

89 问：仲裁委员会逾期未作出仲裁裁决的，怎么办？ 

答：当事人因仲裁庭逾期未作出仲裁裁决而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并立案受理的，仲裁委员会应当决定该案件终止审

理；当事人未就该争议事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仲裁委

员会应当继续处理。 

90 问：仲裁裁决分为哪几类？ 

答：仲裁裁决分为“终局裁决”和“非终局裁决”。 

91 问：什么是“终局裁决”？ 

答：自裁决书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 

92 问：哪些案件属于“终局裁决”？ 

答：仲裁庭裁决案件时，申请人根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

七条第（一）项规定，追索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

偿或者赔偿金，如果仲裁裁决涉及数项，对单项裁决数额不

超过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十二个月金额的事项，应当适用终

局裁决。 

前款经济补偿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

下简称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竞业限制期限内给予的经济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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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等；赔偿金包括劳动合同

法规定的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第二倍工资、违法约定试用期

的赔偿金、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赔偿金等。 

根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七条第（二）项的规定，因执行

国家的劳动标准在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等方面发

生的争议，应当适用终局裁决。 

仲裁庭裁决案件时，裁决内容同时涉及终局裁决和非终

局裁决的，应当分别制作裁决书，并告知当事人相应的救济

权利。 

93 问：什么是“非终局裁决”？ 

答：除终局裁决以外的裁决均为非终局裁决。 

94 问：对“非终局裁决”不服，怎么办？ 

答：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期满不起诉的，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95 问：对“终局裁决”不服，怎么办？ 

答：（1）劳动者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

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①适用法律、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7%BA%A7%E4%BA%BA%E6%B0%91%E6%B3%95%E9%99%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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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确有错误的；②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无管辖权的；

③违反法定程序的；④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⑤对方

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⑥仲裁员在仲裁

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人民法院

经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决有上述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裁

定撤销。仲裁裁决被人民法院裁定撤销的，当事人可以自收

到裁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就该劳动争议事项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96 问：仲裁裁决书、调解书何时发生法律效力？ 

答：终局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非终局裁

决书自当事人收到该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未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的即发生法律效力；调解书自双方签收之日起即发

生法律效力。 

97 问：当事人对已生效的调解书、裁决书不予履行的

该怎么办？ 

答：当事人对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裁决书，应当依

照规定的期限履行。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

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

理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执行。 

98 问： 因企业停业等原因导致无法送达仲裁法律文



— 31 — 

书且劳动者一方在十人以上的,怎么办? 

答： 因企业停业等原因导致无法送达且劳动者一方在

十人以上的，或者受送达人拒绝签收仲裁文书的，通过在受

送达人住所留置、张贴仲裁文书，并采用拍照、录像等方式

记录的，自留置、张贴之日起经过三日即视为送达。 

99 问：申请先予执行的条件？ 

答：仲裁庭对追索劳动报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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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裁庭裁决先予执行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明确； 

（2）不先予执行将严重影响申请人的生活。 

劳动者申请先予执行的，可以不提供担保。 

100 问：能否查阅、复制案卷？ 

答：可以。对案卷正卷材料，允许当事人及其代理人依

法查阅、复制。 

 

附件：1．全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联系表 

2．常用法律法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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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通讯录 
湖北省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武昌区东湖西路特一号  87236716 

武汉市 

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江汉区新华路 25 号伟业大
厦 6 楼 85785556 

江岸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江岸区麟趾路 50 号 82716957 

江汉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江汉区天门墩路 7 号 85709025 

硚口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硚口区建设大道 142 号 83631920 

汉阳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汉阳区五里墩二合村 51 号 84873466 

武昌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武昌区解放路 530 号 88936746 

青山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青山区滨港路 14 号 68865265 

洪山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洪山区珞狮南路 198 号 87385979 

蔡甸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蔡甸区树藩大街 445 号 84949530 

江夏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江夏区纸坊街北华街 42 号 87988499 

东西湖区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院 东西湖区五环大道 164 号 83891493 

黄陂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黄陂区西寺大道 325 号 61005861 

新洲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新洲区古城大道 156 号 89357251 

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委员会东湖办事处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 777
号光谷公共服务中心 1 号楼 65528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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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汉南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路 2 号 84737115 

黄石市 

黄石市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黄石市黄石港区芜湖路 9 号 0714-6269158 

大冶市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大冶市建设路 23 号 0714-8729792 

阳新县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阳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第二办公区（兴国大道 28
号） 

0714-7354361 

黄石港区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委员会 

黄石市黄石港区磁湖路 29
号黄石港区人社局（磁湖剧
院旁） 

13667197063 

西塞山区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委员会 

黄石市西塞山区飞云街 8 号
区政府 818 0714-6531855 

下陆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下陆区新下陆大道 48 号 0714-5317255 

铁山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铁山区政府行政服务中心
（铁山区鹿獐山大道226号） 0714-3260983 

十堰市 

十堰市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十堰市茅箭区柳林路 48 号 0719-8652302 

丹江口市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院 

丹江口市车站路 30 号人社
局院内 0719-5230155 

郧阳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办公室 

郧阳区城关镇广场北巷 26
号 0719-7235393 

郧西县劳动人事争议争
议仲裁委员会办公室 

郧西县城关镇城隍庙街 69
号 0719-6224776 

竹山县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竹山县城关镇政务中心西区
11 楼 1106 办公室 0719-4230892 

竹溪县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竹溪县城关镇北大街 48 号 0719-2732907 

房县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委员会办公室 

房县城关镇神农路 18 号人
社局 2 楼 0719-3251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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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箭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十堰市武当路 71 号 0719-8791331 

张湾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办公室 十堰市张湾区车城路 43 号 0719-8525659 

武当山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武当山特区车站路 2 号 0719-5664996 

襄阳市 

襄阳市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襄阳市襄城区复聪路 2 号 0710-3629500 

枣阳市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枣阳市政法街原人事局四楼 0710-6320758 

老河口市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院 老河口市秋丰路 69 号 0710-8230885 

宜城市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宜城市振兴大道 268 号 0710-4225002 

谷城县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谷城县城关镇银城大道 178
号人社局二楼 213 室 0710-7235652 

南漳县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南漳县学府路 157 号 0710-5243786 

保康县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保康县城关镇清溪路 97 号
人社局 805 办公室 0710-5990068 

襄州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襄阳市襄州区航空路 168 号 0710-2819609 

襄城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襄阳市襄城区檀溪路 158 号
区政府大楼二楼 226 房间 0710-3826601 

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襄阳市樊城区长虹路 23 号
樊城区政府四楼 0710-3268616 

襄阳高新区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院 

襄阳市高新区东风汽车大道
管委会 2 楼 8217 房间 0710-3321961 

宜昌市 

宜昌市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宜昌市沿江大道 43 号 1104
室 0717-6056727 

宜都市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宜都市陆城街办长江大道
219 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0717-4728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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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一楼 

枝江市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枝江市马家店街办公园路
113号劳动保障大厦9楼902
办公室 

0717-4219256 

当阳市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当阳市东群路 54 号 0717-3254990 

远安县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湖北省远安县鸣凤镇鸣凤大
道 35 号 0717-3812253 

兴山县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宜昌市兴山县古夫镇昭君路
8 号 0717-2584165 

秭归县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秭归县长宁大道24号606室 0717-2883850 

秭归县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秭归县长宁大道24号606室 0717-2883850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长阳龙舟坪镇秋潭路 18 号
县人社局 3 楼 3068 室 0717-5333256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渔洋关镇
后河大道 27 号行政服务中
心 615 室 

0717-5822253 

宜昌市夷陵区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院 

宜昌市夷陵区夷兴大道 46
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0717-7201510 

宜昌市伍家岗区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院 

宜昌市伍家岗区东山大道
376-2 号 0717-6359299 

点军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点军区五龙阳光小区商业
A 栋二楼人社服务中心 0717-6673810 

猇亭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猇亭区猇亭大道 180 号 0717-6515481 

西陵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北门外正街 15 号区人社局
二楼 212 室 0717-6916301 

宜昌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院 

宜昌市发展大道55号609室 15871591370 

荆州市 

荆州市劳动人事仲裁
院 

荆州市荆州区荆东路 54 号
29 栋 

0716-8449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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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荆州市荆州区育才巷 15 号
306 

0716-4119882 

沙市区劳动争议仲裁院 荆州市沙市区红门路 51 号 0716-8240909 

江陵县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江陵县荆江路北 70 号 0716-4739219 

松滋市劳动人事仲裁
院 

松滋市新江口镇同兴桥路
17 号 

0716-6260061 

公安县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公安县斗湖堤镇长江路 261
号 

0716-5233221 

石首市劳动人事仲裁院 石首市绣林大道 141 号 0716-7182541 

监利县劳动人事仲裁院 监利县容城大道西 36 号 0716-3277202 

洪湖市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洪湖市城区丰收路 1 号 0716-2422820 

荆门市 

荆门市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荆门市象山大道 150 号荆门
市人社局一楼 0724-2379874 

沙洋县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沙洋县荷花大道 11 号四楼
仲裁院 0724-8568004 

京山市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京山市轻机大道 124 号社保
大楼二楼 0724-7228593 

钟祥市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钟祥市石城大道东 39 号 0724-6900897 

东宝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荆门市泉口一路 10 号四楼 0724-2365276 

荆门高新区·掇刀区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荆门高新区· 掇刀区关公大
道 166 号荆门高新区·掇刀区
人社局 5 楼 510 室 

0724-8885376 

鄂州市 

鄂州市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鄂州市滨湖西路 120 号鄂州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709 办公室 

0711-3358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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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城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鄂州市鄂城区文星路 96 号
二楼 0711-5911588 

华容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华容区龙华路 158 号华容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1 楼 0711-3756786 

梁子湖区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院 

梁子湖区太和镇羊城路太和
幼儿园斜对面 0711-2410399 

葛店开发区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 

葛店开发区广场西路 1 号管
委会 4 楼 419 办公室 0711-3812006 

孝感市 

孝感市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孝感市东城区崇文路与黄香
路交汇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 8 楼 822 室 

0712-2702822 

孝南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孝感市长征路 4 号孝南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仲裁院 0712-2844982 

孝昌县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孝昌县东洪花大道 11 号三
楼 0712-4771763 

安陆市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安陆市解放大道东路 6 号 0712-5265459 

云梦县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云梦县东城区新便民服务中
心 4 号楼 226 0712-4323024 

大悟县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大悟县发展大道 118 号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8 楼 801
室 

0712-7265897 

应城市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应城市蒲阳大道 15 号  0712-3225148 

汉川市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汉川市仙女山街道办事处山
后三路 73 号 0712-8286035 

黄冈市 

黄冈市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黄冈市黄州区沿江大道 29
号二楼 0713-8667686 

黄州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黄冈市黄州区宝塔路 64 号 0713-8111954 

团风县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黄冈市团风县团风镇团黄路 0713-6307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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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安县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黄冈市红安县城关镇红坪大
道56号劳动监察局2楼仲裁
办 

0713-5251255 

麻城市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麻城市金桥大道 208 号 0713-2992217 

罗田县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罗田县人民路 21 号人社局
办公大楼 802 0713-5895791 

英山县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英山县温泉镇莲花路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西三楼 0713-7029580 

浠水县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浠水县丽文大道 378 号人社
局办公楼 0713-4281063 

蕲春县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黄冈市蕲春县漕河镇二路 0713-7308805 

武穴市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武穴市民主路 126 号 0713-6275480 

黄梅县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黄梅县晋梅大道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3011 办公室 0713-3369339 

黄冈市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龙感湖分
会 

黄冈市龙感湖管理区雪龙大
道人社分局 0713-3951736 

咸宁市 

咸宁市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咸宁市长安大道 286 号
（市人社局 304/306） 

0715-8235392 
0715-8235390 

咸安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咸安区长安大道 41号 405
办公室 0715-8343438 

赤壁市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赤壁市河北大道 265 号
709 室 0715-5332801 

嘉鱼县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嘉鱼县迎宾大道（嘉鱼县
人社局二楼） 0715-6339556 

通城县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通城县隽水镇隽水大道
332 号 0715-4368565 

崇阳县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崇阳县崇阳大道 171 号
（崇阳县人社局三楼） 0715-3657788 

通山县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通山县迎宾大道人社局 0715-288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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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州市 

随州市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随州市汉东路 195 号 518
室 0722-3230656 

随县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院 随县新县城文昌路 1 号 0722-3338626 

广水市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随州市广水市应山东大街
168 号 0722-6268712 

曾都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随州市曾都区沿河大道
102 号曾都区人社局六楼 0722-3311039 

恩施州 

恩施州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恩施市舞阳大街一巷 21
号 0718-8222517 

恩施市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恩施市航空路 177 号 215
室 0718-8262775 

利川市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利川市公园街 13 号利川
市人社局 511 室 0718-7283815 

建始县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建始县业州镇业州大道
135 号 

0718-34195060718 
-3419508 

巴东县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巴东县信陵镇巫峡路 19
号 0718-4333312 

宣恩县人事劳动争议
仲裁院 

宣恩县珠山镇民族路 46
号 0718-5836036 

咸丰县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咸丰县高乐山镇红旗路
11 号 0718-6833679 

来凤县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来凤县翔凤镇和平路 19
号 0718-6273161 

鹤峰县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鹤峰县城墙路 13 号政府
大楼 6 楼 613 室 0718-5292252 

仙桃市 

仙桃市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仙桃市仙桃大道中段 44 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 203、204 室 
0728-33233070728 
-3324689 

天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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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门市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天门市陆羽大道西 34 号
11 楼 1101 0728-5223779 

潜江市 

潜江市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潜江市园林南路 58 号 0728-6242735 

神龙架林区 

神农架林区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神农大
道 155 号 0719-3335263 

 

 



— 41 — 

附件 2 

常用法律法规规章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 

《工伤保险条例》 

《湖北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 

《人事争议处理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