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在民事审判工作中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3 年 1 月 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第 1263 次会议通过，根据 2020 年 12 月 23 日最高人民法院 

审判委员会第 1823 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工作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

会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二十七件民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

正） 

   

  为正确审理涉及工会经费和财产、工会工作人员权利的民事

案件，维护工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等法律的规定，现就有关法律的适用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人民法院审理涉及工会组织的有关案件时，应当认

定依照工会法建立的工会组织的社团法人资格。具有法人资格的

工会组织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建立工会的企

业、事业单位、机关与所建工会以及工会投资兴办的企业，根据

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应当分别承担各自的民事责任。 

  第二条 根据工会法第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

案件，涉及确定基层工会专职主席、副主席或者委员延长的劳动

合同期限的，应当自上述人员工会职务任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

算，延长的期限等于其工会职务任职的期间。 

  工会法第十八条规定的“个人严重过失”，是指具有《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五条第（二）项、第（三）项或者第



（四）项规定的情形。 

  第三条 基层工会或者上级工会依照工会法第四十三条规

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的，由被申请人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

管辖。 

  第四条 人民法院根据工会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受理工会

提出的拨缴工会经费的支付令申请后，应当先行征询被申请人的

意见。被申请人仅对应拨缴经费数额有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就

无异议部分的工会经费数额发出支付令。 

  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工会经费的案件中，需要按照工会法第

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确

定拨缴数额的，“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计算，应当按照国家

有关部门规定的标准执行。 

  第五条 根据工会法第四十三条和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上级工会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或者提起诉讼，要求企业、事业

单位拨缴工会经费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基层工会要求参加诉

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其作为共同申请人或者共同原告参加诉

讼。 

  第六条 根据工会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涉及职

工和工会工作人员因参加工会活动或者履行工会法规定的职责

而被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争议案件，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裁判

用人单位恢复其工作，并补发被解除劳动合同期间应得的报酬；

或者根据当事人的请求裁判用人单位给予本人年收入二倍的赔

偿，并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给予解除劳

动合同时的经济补偿。 

  第七条 对于企业、事业单位无正当理由拖延或者拒不拨缴

工会经费的，工会组织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其权利的诉讼时效期



间，适用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 

  第八条 工会组织就工会经费的拨缴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

令的，应当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交纳申请

费；督促程序终结后，工会组织另行起诉的，按照《诉讼费用交

纳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财产案件受理费标准交纳诉讼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