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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由于一些人对相关法律规定不甚了解，从而导

致在维权过程中走了弯路，最终未能实现自己的维权目的。

以下这些认知误区，要注意避开。

    
忘记仲裁时效

2021 年 4 月，因个人原因，袁女士与所在公司终止了劳

动关系。2022 年 8 月，她向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公司

支付其务工期间的加班工资，被驳回后又提起诉讼。法院审

理认为，袁女士申请劳动仲裁时已过时效，判决驳回其诉讼

请求。

点评：我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

第四款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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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

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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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中，袁女士在双方劳动关系终止一年多以后才提起仲裁及

诉讼，公司以其诉讼请求超过仲裁时效进行抗辩，而袁女士此

时又没有证据证明存在仲裁时效中断、中止的情形，导致其诉

讼请求无法得到支持。

申诉对象有误

因解除劳动合同支付经济补偿金与企业发生争议，徐某

诉至劳动仲裁委，并出示了劳动合同书等书面证据，但该企

业当即提出反驳，表示劳动合同上的用人单位并非被申请人，

且在两年前该单位已分立为相互独立的甲、乙两家公司，但

在分立时并没有明确徐某归属于哪家公司。因申诉对象有误，

徐某只好撤销原来的申诉。

点评：《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发

生合并或者分立等情况，原劳动合同继续有效，劳动合同由承

继其权利和义务的用人单位继续履行。”关于用人单位发生合

并或者分立后，承继单位不明确时劳动争议如何解决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一）》（以下简称《解释一》）第二十六条规定：“用人单

位与其他单位合并的，合并前发生的劳动争议，由合并后的单

位为当事人；用人单位分立为若干单位的，其分立前发生的劳

动争议，由分立后的实际用人单位为当事人。用人单位分立为

若干单位后，具体承受劳动权利义务的单位不明确的，分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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