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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 湖 市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局 文件 芜 湖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芜人社秘〔2020〕56 号 

 

关于印发《关于妥善处理新冠肺炎 

疫情引发的若干劳动人事争议 

案件规范指引》的通知 

 

各县（市）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人社局、人民法院： 

为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妥善处理疫情防控期间劳动

人事争议，根据国家、省最新出台的相关文件要求，形成了《关

于妥善处理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若干劳动人事争议案件规范指

引》，现印发你们，供你们在处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时参考。因

当前疫情仍在不断变化中，如后续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发生变

化或与本指引内容不一致，以最新的规定和有关立法、司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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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门的最新解释为准。 

 

 

 

芜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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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妥善处理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若干 

劳动人事争议案件规范指引 

 

1、劳动争议的处理原则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特殊时期，劳动人事争议处理应当坚持依

法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与促进企业发展并重，平衡劳动关系各方

主体的切身利益，尽可能通过和解、调解的方式化解矛盾、解决

纠纷，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协助企业稳定就业，引导当事人共担

责任、共克时艰，减少受疫情影响带来的损失。 

2、春节延长 3 天假期工资支付问题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延长 2020 年春节假期的通知》（国办

发明电〔2020〕1 号）延长 2020 年春节假期至 2 月 2 日。因疫

情防控延长假期期间不能休假的职工，企业应先安排职工同等时

间的补休，不能安排补休的，按照不低于工资标准的 200%支付

加班工资。 

3、受疫情影响停工停产企业的工资支付问题 

因受疫情影响停工停产的企业，停工停产在一个工资支付周

期内的，企业应按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支付职工工资。超过

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若职工提供了劳动，职工主张企业按照其

提供的劳动与其重新约定的工资标准支付工资的，应予支持；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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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约定的，企业支付给职工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地区最低工资标

准。职工未提供劳动的，企业应当发放生活费，生活费标准按本

地区最低工资标准的 70%执行。 

4、新冠肺炎感染的患者、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在其隔离

治疗期间或医学观察期间以及因政府实施隔离措施或采取其他

紧急措施期间的工资支付问题 

对新冠肺炎感染的患者、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在其隔离治

疗期间或医学观察期间以及因政府实施隔离措施或采取其他紧

急措施导致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职工，企业应当支付职工在此期

间的工资，隔离期结束后，对仍需停止工作进行治疗的职工，企

业应按医疗期有关规定支付病假工资。 

因政府实施隔离措施或采取其他紧急措施不能提供正常劳

动的职工具体应包括：湖北等疫情重点地区无法返回的职工，

因执行工作任务出差至重点疫情地区未能及时返回的职工，按

照政府规定实行 14 天的定点集中、单间隔离观察或者 7 天隔离

观察的职工，政府采取交通管制等紧急措施导致未能按期返岗

的职工，因疫情封闭小区导致未能按期返岗的职工，企业要求

自行隔离的职工及其他因政府相关规定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职

工等。 

职工不遵守政府防控措施，导致被隔离治疗或接受医学观察

职工主张该期间劳动报酬的，一般不予支持，但可参照待岗期间

规定支持基本生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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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受疫情影响导致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的工资支付问题 

因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困难的企业，可以与职工协商一

致采取调整薪酬、轮岗轮休、缩短工时等方式稳定工作岗位，尽

量不裁员或者少裁员。 

对于确属受疫情影响暂无工资支付能力的企业，已与工会或

职工代表协商延期支付并告知职工的，职工以企业未及时足额支

付劳动报酬为由主张解除劳动关系，经审查该延期确因疫情影响

且在合理期限范围内的，审慎适用经济补偿金。 

6、疫情防控期间正常生产经营的企业用工问题 

疫情防控期间正常生产经营的企业，职工正常提供劳动的，

企业应当依法支付职工工资。企业要求职工通过网络、电话等灵

活方式居家上班的，如双方没有特别约定，企业应按照正常工作

期间的工资收入支付职工工资。疫情防控期间，对承担政府疫情

防控保障任务需要紧急加班的企业，在保障职工身体健康和劳动

安全的前提下，企业经与工会和职工协商，可适当延长工作时间

以应对紧急生产任务，依法不受延长工作时间的限制，但应按规

定支付职工加班工资。 

7、新冠肺炎感染的患者、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在其隔离

治疗期间或医学观察期间以及因政府实施隔离措施或采取其他

紧急措施期间劳动关系的调整问题 

对新冠肺炎感染的患者、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在其隔离治

疗期间或医学观察期间以及因政府实施隔离措施或采取其他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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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措施导致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职工，企业不得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与职工解除劳动合同。 

用工单位不得以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

条、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情形，将新冠肺炎感染的患者、疑似病人、

密切接触者或者因政府采取隔离措施以及其他紧急措施导致不

能提供正常劳动的人员中的被派遣职工退回劳务派遣单位。 

新冠肺炎感染的患者、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在其隔离治疗

期间或医学观察期间以及因政府实施隔离措施或采取其他紧急

措施期间，劳动合同到期的，分别顺延至职工医疗期、医学观察

期、隔离期期满或者政府采取的紧急措施结束。 

8、新建立的劳动关系在疫情防控期内处理问题 

按是否已实际用工区别处理。如果求职应聘者与企业仅在疫

情防控期前达成了录用意向，但未实际用工，根据《劳动合同法》

第七条的规定，双方还没有真正建立劳动关系。在疫情防控期内，

企业可以暂缓录用，不必负担工资支付义务。企业如果决定不再

录用，应当及时告知对方，但有可能会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如果

劳动者在疫情防控期前已经入职开始工作，则不论双方是否签订

了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都应当依法承担在疫情防控期内的责

任。 

9、已复工企业的职工受隔离措施影响未及时返岗的处理问题 

对于因疫情未及时返岗复工的职工，企业优先安排职工休年

休假的，应予支持。职工在年休假期间享受与正常工作期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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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资收入。 

如职工因疫情严重无法复工时间较长的，企业经与职工协商

致，可以安排职工待岗。待岗期间，企业应当按照我省的相关规

定支付职工基本生活费。 

企业复工后，职工不能证明确因疫情及疫情防控等客观原因

无法到岗又不愿复工的，企业应及时主动劝导职工按时返岗。对

经劝导无效或以其他非正当理由拒绝返岗的职工，企业在履行催

告义务后以旷工为由要求解除劳动关系的，可以按照劳动合同的

约定处理；劳动合同未作约定的，企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解除劳动关系的，依照法定条件和程

序，予以审查认定。 

10、复工复产企业的劳动条件保障问题 

企业在疫情防控特殊时期，为管理便利、保障公众及员工生

命健康安全等，有权根据法律、法规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相关

的规章制度并公示或告知职工，但该规章制度不得与国家的法

律、法规相抵触。 

企业应按照政府要求，根据生产经营特点，结合疫情防控情

况，做好复工复产前以及生产过程中防护、疫情应对、个体防护

等疫情防控措施。企业按照政府要求提供必要的疫情防控措施

后，职工拒绝上岗的，企业可根据规章制度依法进行处理。 

11、因疫情原因无法在法定仲裁时效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问题 

仲裁时效中止。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妥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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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

的规定，因受疫情影响造成当事人不能在法定仲裁时效期间申请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

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 

 

 

 

 

 

 

 

 

 

 

 

 

 

 

 

 

 

 

芜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 年 4 月 3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