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关于开展
农民工工资争议速裁庭建设专项行动的通知

各设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

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为进一步提升农民工工资争议案件办理质效，依法保障农民

工劳动报酬权益，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农

民工工资争议速裁庭建设专项行动的通知》（人社厅函〔2023〕

69 号）要求，决定在全省开展农民工工资争议速裁庭建设专项行

动。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提升工作认识

开展农民工工资争议速裁庭（以下简称速裁庭）建设专项行

动，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畅通和规

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的重要体现。各地要

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充分认识速裁庭建设在根治欠薪

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加快

推进速裁庭建设，更好地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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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确工作目标

切实发挥调解仲裁在根治欠薪中的应有作用，“速”字当头，

调配资源，组建速裁庭，建立健全符合农民工工资争议案件办理

特点的快立快调快审快结工作机制，做到农民工工资争议案件优

先受理、快调速裁，依法及时有效维护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速

裁”见速效，更好实现仲裁调处办案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效果

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三、加快工作推进

（一）抓紧组建速裁庭

目前，福州、三明、南平市本级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已成立

了速裁庭，其他设区市本级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要抓紧在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机构内部统筹协调挂牌设立速裁庭，负责办理农民工

工资争议案件。涉及农民工案件较多的县(市)区（福、厦、泉年

均受案在 200 件以上的；其他地市年均受案在 100 件以上的），

也要组建速裁庭，暂不具备设立速裁庭条件的，可先行组建人员

相对固定的速裁团队。速裁庭（或速裁团队）要选配政治素质高、

业务能力强、工作作风实的骨干仲裁员和记录人员，仲裁员应不

少于 3名。

（二）优化办案流程

1.容缺受理迅速。农民工申请人提交的仲裁申请书格式不规

范、内容不完整或材料不齐备的，立案工作人员要指导农民工申

请人进行修改完善，一次性告知需补正的材料。经初步审查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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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条件且申请人书面承诺予以补正的，立案工作人员可以容缺

当即受理并尽快通知速裁庭接收案件。

2.全程调解快速。速裁庭要加大农民工工资争议案件调解工

作力度，积极开展庭前、庭中、庭后全程调解，快速有效解决工

资争议纠纷。在调解过程中，要注意提出合法合理的调解方案，

引导当事人合理预期，对含有工资等多个请求的争议案件，着力

促成当事人先对工资请求达成协议，先行出具仲裁调解书。

3.快捷程序加速。要充分适用简易程序，指导当事人及时充

分举证，尽量缩短举证期限，并主动与用人单位协商，争取用人

单位同意缩短或取消答辩期；要严格落实终局裁决适用范围、裁

决结果分项计算、部分终局案件分别制作裁决书等规定，提升案

件终局裁决率，发挥好终局裁决快结作用。要加大先行裁决先予

执行力度，速裁庭可在查明拖欠工资事实基础上对工资请求先行

裁决，并及时向人民法院移送相关材料。

4.要素式办案提速。速裁庭要积极将农民工工资争议案件纳

入要素式办案改革，根据农民工所在行业和工资争议案件特点，

提炼办案要素，适用快捷办案流程。要注重做好庭前指导农民工

填写要素表，庭审时对有争议的要素作重点调查，庭后及时出具

要素式裁决书并做好释法说理工作，实现繁简分流，缩短办案时

限。

5.数字赋能增速。速裁庭可根据本地区数字仲裁庭、智能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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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院建设情况，通过在线庭审办理农民工工资争议案件，经双方

当事人同意，速裁庭可用庭审录像替代庭审笔录。速裁庭可充分

利用数字仲裁庭建设成果，探索更多类型的庭审方式，方便农民

工异地维权、快速维权。

（三）加强速裁协作

1.加强速调对接。速裁庭要充分发挥基层调解组织作用，加

强与基层调解组织的对接，协助指导基层调解组织对农民工工资

争议案件进行先行快速调解，对达成调解协议申请仲裁审查的，

要构建快速对接机制，特事特办，快速出具仲裁调解书，速调速

结农民工工资争议纠纷。

2.加强速裁联动。对 10 人以上集体劳动争议案件，速裁庭可

邀请工会、企业代表组织中兼职仲裁员参与办案。对疑难复杂或

重大集体劳动争议案件，速裁庭可根据需要邀请当地政府有关部

门、涉案企业主管部门参与协商、调解工作，还可吸收律师、专

家学者等社会力量参与调解和案件办理工作。

3.加强速裁衔接。农民工有法律援助需求的，速裁庭要对接

司法部门、工会组织，帮助农民工尽快获得法律援助服务。对已

经劳动保障监察机构行政处理意见认定的事实，除当事人已申请

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外，速裁庭应予以认可。要做好与人民

法院相关庭室做好裁审衔接，协助农民工做好财产保全申请、裁

决书执行申请等工作。

四、有关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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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确“时间表”。各地要根据通知要求，抓紧开展速

裁庭组建、工作流程定制、要素式办案推进、数字仲裁庭建设等

各项工作，明确各项工作推进“时间表”，加快推进速裁庭建设。

设区市本级、有关县（市）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须于 2023 年

10 月 1 日前完成挂牌设立速裁庭（或速裁团队），有关速裁庭（或

速裁团队）组建情况请于 2023 年 10 月 31 日前上报省厅调解仲裁

管理处备案。

（二）定制“流程图”。各仲裁机构要对照工作要求，对农

民工工资争议速裁受理、立案、庭审、执行衔接等办理环节，“量

身”定制办案“流程图”，明确各环节时限，全程提速，力争实

现 80%涉及农民工的案件由速裁庭办理，速裁庭办理农民工工资

争议案件案均办结时限比法定时限总体缩短 30%。

（三）抓好典型培育。各地要对标条件对照要求，结合本地

实际，从工作基础较好、涉及农民工案件量大的县（市）区仲裁

院中择优至少选取一家作为典型培育对象进行重点建设，力争出

典型、出经验，为全省开展速裁庭建设工作积累经验，发挥典型

示范作用。各设区市择优推荐作为典型培育对象的仲裁院，请于

2023 年 8 月 1 日前上报省厅备案。

（四）及时上报工作进展。各地要以速裁庭建设为契机，落

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办案指导职责，加强工作组织领导，督

促指导县（市）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落实好速裁庭建设专项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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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要求，扎实推进工作进展，更好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各地推

进速裁庭建设工作进展情况，请于 2024 年 1月 15 日前上报省厅，

省厅将定期调度速裁庭建设进展情况，及时总结、宣传各地好经

验、好做法，并择优向部里推荐作为全国的典型经验。

各地在推进工作中如遇有问题，请迳向省厅调解仲裁管理处

联系，联系人：张利强，联系电话：0591-87814063。

（此件主动公开）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3 年 7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