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省企业民主管理条例

(⒛ ⒓年 5月 31日 陕西省第十一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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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总  则

第一条 〔立法目的) 为了推进企业

民主管理 ,保障职△民主权利,构 建和谐

芳动关系,促进企业发展,根椐桕关法律、

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佃j定本条例。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条例适用于

本省行政区域内企业的民主管理 riT动 。

第三条 〔概念界定〕 本条例所称企

业民主符理 ,是 指企业依照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逦过职工代表人会、职工大会

或者具他民主形式,组织职工开展民主选

举、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等行使民主权利

的活动。

第四条 〔制度与形式〕 企业实行民

主笛l里制度,细 织职△参与企业竹理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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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障职工依法享有知情权、参与杈、表达权

和监督杈 ,并提供必要的条件和经费保障。

职工代表人会或者职工人会是企业民主管

理的基本形式。企业民主管埋还包括厂务

公开、平等协商、设立职工耄事和职工监

书、民主议事会、民主恳谈会、劳资协谪

会等形式。

"有
、集体及共控股企业应当

实行职工代表人会或者职工大会形式的企

业民主肯理制度。促进非公有制企业采取

多种形式开展企业民主竹理活动。

第五条 (工 会职责〕 地方总I会 、

产业I会指导和帮助企业牙展民主竹理活

动。企业工会、县级以下区域工会和行业

工会是职I代表大会或者职工人会的工作

机构,具体组织职工开展民主符理,=动 。

第六条 〔政府职责) 县级以 L人民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监督检查企业民主眚理

活动,保障职工依法行使民主权利。

第二章 职工代表大会和职工大会

第七条 〔代表人数〕 实行职△代表

大会或者llu△ 人会形式民主管理的企业 ,

根据职工人数确定
J̄开职工代表大会或者

职工大会。企业召开职I代表人会的,职

工代表人数按照不少于全体职I人数的

5%确定,最少不低于三十人;职△代表人

数超过一百人的,超 出的代表人数由企业

与I会协商确定。



第八条 〔职代会职权〕 职工代表大

会或者职工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

(— )听取企业发展规划、年度生产

经营管理、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签订履行、

安全生产、缴纳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

等情况的报告,提出意见和建议 ;

(二 )审 议企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

时问、休息休假、劳动安仝卫生、保险福

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

理等直接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

者重大事项方案,提出意见和建议 ;

(三 )审 议通过集体合同草案、专项

集体合同草案和劳动模范推荐人选 ;

(四 )选举和罢免职工董事、职工监

事,根据授权选举或者推荐企业经营管理

人员 ;

(五 )监 督企业执行劳动法律法规、

实行厂务公开、履行集体合同和劳动合同、

执行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和办理职工代表大

会堤案 ;

(六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杈。

第九条 (特 别职权〕 国有企业以及

国有控股企业职I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

除行使第八条规定的职权外,还行使下列

职权 :

(— )听取和审议企业投资和重大技

术改造、财务预决算、企业公积金使用、

企业业务招待费使用情况和企业重组、改

制、破产和裁员的实施方案,提出意见和

建议 ;

(二 )审议通过有关劳动报酬、职工

福利基金使用和企业重组、改制、解散、

破产中职工安置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重大

筝项的方案 ;

(三 )民主评议企业的中高级管理人

员履职、廉洁从业情况,提 出奖惩建议。

城镇集体企业职I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

除行使第八条规定的职杈外,还行使制定、

修改企业章程,选举、罢免、聘用、解聘

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决定企业经营管理

的重大问题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权。

第十条 〔职代会属期) 职工代表大

会每属任期为三年或者五年。职工代表大

会需要提前或者延期换属的,由职工代表

大会或者共授权的机构决定,但提前或者

延期换届时间不得超过半年。

第十-条 〔职代会召开) 职工代表

大会或者职工大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职

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应当有三分之二

以上的职工代表或者职工出席 ,方可召开。

职工代表按照基层选举单位组成代表团
(组 )。 职工代表大会可以设主席团,主席

团成员由企业工会与职工代表各团 (组
)

协商提出候选人名单,经职I代表大会预

备会议表决通过。主席团成员中,工人、

技术人员、销售人员、基层管理人员不少

于 50%。 经企业工会、企业经营者或者三

分之一以上职工代表提议,呵以临时’D开

职工代表大会。

第十二条 〔专委会和联席会〕 职工

代表大会可以设立专门委员会或者专门小

组,负 责办理职工代表大会交办的享项。

专门委员会或者专门小组成员人选由主席

团或者工会堤出,经职I代表大会审议通

过。职工代表团 (组 )长 和 专门委员会
(小组)负 责人组成联席会议,联席会议

由企业工会召集,根据职工代表大会授权 ,

在职工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负责处理重要问

题 ,并提请下一次职△代表大会确认。联

席会议可以邀请企业负责人或者其他有关

人员列席。

第十三条 〔议题确定〕 职工代表大

会或者职I大会会议议题由企业工会听取

职I意见后提出,或者与企业负责人协商



提出,并在会议召开七目前以书而形式送

达职工代表或者职 [。 职 L代表十人以上

联名可以提出职工代表人会妙1权 范田内的

议题,职工二十人以⊥联名可以提出职I

大会职杈范囤内的议题,经主席田洌论闹

意或者企业工会与企业负责人协商一致后 ,

T以列人会议议程。

第十四条 〔表决方式) 职△代表大

会或者职工人会选举和表决桕关刂j项 ,采

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分项表决 ,经全体职

I代表或者仝体职△的过半数逦过。

第十五条 〔决议效力) 职工代表人

会或者职工人会在职杈范围内依法做出的

决议、决定和通过的事项,对企业负责人

和职工具有约束力,非 经职工代表人会或

者职工大会同意不得变更成者撤销 .

第十六条 〔提交与报告) 企业应当

将属于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人会职权范

田内的⒋项提交职工代表人会或者职工人

会审议或者通过 ,并报告决议的执行情况。

第十七条 〔集团企业职代会) 集团

企业的总公司和各分公司、分厂、车问以

及其他分支机构可以按照一定比例选举产

生职 匚代表,召开集团企业职I代表大会 ,

实行企业民主管理。集团企业的总部机关

和各分公司、分厂、车闷以及其他分支机

构,可以采取职工代表人会或者职工人会

等形式,在各自的职权范田内开展民上营

理活动。

第三章 职工代表

第十八条 (选举权和选区) 企业职

⊥枸选举和被选举为职⊥代表人会代表

(以下简称职 [代表)的权利。职T代 表

与企ⅥL依法解除或者终汇劳动关系的,共

代表资格同时终止。职工代表H1职工良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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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任期与职I代表大会的届期桐同 ,

I以连选连任。选举ll工代表司以根据企

业l肯况划分选区。职工代表调离原选Fx的 ,

代表资格自行终止,原选区 ll以 补选代表。

职I对不称职的职工代表有权罢免。职工

代农受
=l刑

筝处罚的,其代表资格 自行

终止。

第十九条 (程 序规定〕 选举、罢

免、补选职I代表 ,应 当召开职△会议或

者选区职工会议,经全体职工或者选Fx职

工的过半数通过。

第二十条 〔代表构成〕 职△代表

中,企 qL责事会成员、执行芾事、中高级

常理 人 员总数不得趄过代表总 名额的

20%。 集中安j是残疾人的企业,职工代表

中应当有适当比例的残疾人职上代表。

第二十一条 〔代表权利) 职li代表

享有下列权利 :

(一 )选举权、被选举杈和表决权 ;

(二 )参加⒚l工 代表人会及共工作机

构组织的民主管理活动 ;

(三 )对企业执行职△代表大会决议

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十二条 (代表义务) 职工代表

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

(一 )遵守法律法规、企业规ψ制度 ,

关心支持企业发展,做好本职I作 ;

(工 )参 加企业各项民土倚理活动 ,

履行职工代表职责,甸 企业反映职工意见

和建议 ;

(二 )向 职△报告履职怙况,按 受 ll

工监督。

第二十三条 〔代表保护) 职I代表

履行职责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

得阻挠或者打击报复,非因法定筝由企业

不得荦方面解除职工代表劳动合冂。职工

代表参加职工代表人会及其组织的各项活



动占用工作时问的,视为正常山勤。

第四章 区域、行业职工代表大会

第二十四条 〔区域行业职代会〕 县

级以下一定区域内或者性质相近的行业内 ,

尚不具备单独建立职 [代表大会制度条件

的小型微I吵企业,可 以通过选举职I代表

联合建立区域、行业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

歼展企业民主胥理活动。区域工会、行业

工会作为区域、行Nk职工代表大会的⊥作

机构承担日常I作。

第二十五条 〔区域行业职代会职权〕

区域、行业职工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耶1权 :

(— )听取本区域、行业内企业有关

劳动lll△ 、企业或者行Nk发 展、社会保障

等情况的报告,提出意见和建议 ;

(二 )审议通过区域、行业集体合冂

卓案和令项集体合冂草案 ;

(三 )监督 E× 域、行业内的企业执行

劳动法律法规,实 行厂务公开 ,履行集体

合同与劳动合冂,执行区域、行业职△代

表大会决议。

第二十六条 〔代表产生〕 区域、行

业职I代表大会的代表,按一定比例名额

分配到区域、行业内的企业,Hl企 业职工

直接选举产生。区域或者行业△会负责人、

行业协会负责人、企业△会与工会女职工

委员会负责人应当作为职工代表人会代表

候选人。区域、行业职工代表人会代表中 ,

企业负责人总数不得超过代表总 名额

的20%。

第五章 厂务公开

第二十七条 〔公开主体〕 企业应当

建立厂务公开制度,通过职工代表大会、

职工大会或者J〔他形式,将企业生产经茼

侍+L的 重人扌项、涉及职工叨身利益的规

章制度等情况,按照一定程序向职△公开 ,

听取职工意见,按受职工监督。企业应当

公丌的事项未予公廾的,职△可以向有关

部门或者工会反映。企业负责人是厂务公

开的责任人。企业应当向职I代表大会或

者职工大会报告或者通报厂务公开实施

情况。

第二十八条 〔公开内容) 企业应当

公开下列事项 :

(一 )除商业秘密外的企业发展规划

和生产经营情况 ;

(二 )涉 及 职 工 切 身利益 的方 案、

决定 ;

(三 )企业制订的规章制度及共执行

情况 ;

(四 )签订、履行劳动合同、集体合

冂和工资集体协议情况 ;

(五 )法律、法规和企业章程规定的

其他事项。

第二十九条 〔特别公开〕 囤有、集

体及其控股企业除公开本条例第二十八条

所列事项外,还应当公开下列事顼 :

(— )除商业秘密外的企业投资方案、

重大技术改造方案等重大决策 ;

(二 )年 度生产经茼 目标完成惰况、

大额资金使用、工程建设项目的招标投标、

人宗物资采购供应、企业重大资产权属变

化、资产评估等生产经营重大问题 ;

(三 )企 业业务 llJ待 费用使用情况 ,

企业领导人员薪酬、职务消费、兼职、出

冂出境费用支山等廉洁自律情况 ;

(四 )民主评议企业中高级筒理人员

情况 ;

(五 )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应当公开的

其他事项。



第三十条 〔公开形式〕 厂务公丌可 职工人会通过可以罢免。

以采用下列形式 :

(— )向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

报告、通报 ;

(二 )在职工议小会、联席会议、企

业情况发布会上公布 ;

(三 )没立固定的厂务公廾栏 ;

(llL)企业内部信息网络、企业报刊、

广播、黑板报等便于职I知晓的共他形式。

第六章 职工董事和职工监事

第三十一条 〔职工董事职工监事〕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设有

职工芾
·
Pn、 职△监事的企业,职工芾事、

职工监事 H司 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选

举产生,任期与公司共他董辔、监小相冂 ,

nl以连选迕任。职工芾查、职⊥监华候选

人应当在公司工会负责人、工作人员和职

工中提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不得作为职

工市事、职工监i候选人。

第三十二条 〔权利与义务) 职工莛

申、职I监扌享有共他董单、监事同等的

权利,履行下列义务 ;

(一 )听取职工的意见和建 汊,在责

事会、监事会上真实、准确、全而地反映

职△的意见 ;

(二 )参与企业决策和监督时,代表

职工利益行使权利,认真履行职责 ;

(三 )向 职工代表人会或者职工大会

报告屐行职责的情况,接受职△的监督 ;

(四 )法律、法规和企业章程规定的

共他义务。

第三十三条 〔罢免) 职工董事、职

工监芋不履行职责或者有严亟过错的,经

三分之-以⊥的职 11代 表或者十分之一以

上职工联名提议,并经职△代表大会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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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监督检查

第三十四条 〔政府监督〕 县级以上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应当将企业

民主倚理情况纳人劳动保障监察的内容 ,

对地方总工会提山的劳动法律监督处理建

议,以及其他妨碍职工参与民主管TlF、 侵

犯职工民主权利的问题,应 当及时进行调

杏处理。

第三十五条 〔工会监督〕 县级以上

地方总工会发现企业有下列侵犯职工民主

管理权利情形之一的,可 以发山整改意见

书,要求企业予以改正;拒不改正的,可

以向同级人力资 l。̂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提

出劳动法律监督处理建议书 :

(— )小按照规定建立企业民主笸理

制度的 ;

(二 )不提交应当提交职工代表大会

或者职工大会审议、通过的事项的 ;

(三 )拒不执行职I代表大会或者职

△人会决议、决定的 ;

(四 )阻挠职工代表大会代表、职工

董事、职工监事依法履行职责的 ;

(五 )刈 依法履行职责的职I代表大

会代表、职工董筝、职I监事和工会△作

人员,无正当理 rh调 整工作岗位、解除劳

动合同,或者进行其他打击报复、侵犯其

合法权益的 ;

(六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三十六条 〔选评条件) 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及其行政主胥部门,在授予企业

或者企业经营者涉及生产经营筒理荣誉称

号时,应 当将企业实行民主管理情况作为

评选依据。

第三十七条 〔争议调解) 职工代



表、职工与企业经营者因民主管理事项发

生争议,企业工会应当代表职工方与企业

经营者协商解决。企业I会与企业经常者

因民主管理事项发生争议,双方应当协淌

解决;协商不成的,· r以 报请所在地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地方 总工会或者上

一级工会协调解决。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妨碍民主权利责任 )

违反本条例规定,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

干段阻挠职工行使民主管理权利造成严亟

后呆的,Hl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第三十九条 〔工会人员责任) 工会

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妨碍职工行使

民土管理权利,使职工合法权益遭受损害

的,由 同级工会或者上级工会依法给予

处分。

第四十条 〔国家工作人员责任) 有

关行政主管部门和四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

例规定,不履行企业民主管理监督检查职

责,妨碍企业民主管理活动的,Hl上 级行

政主管部闸或者行政监察部门对负有苘接

责任的主筒人员和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

处分。

第九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参照执行〕 本省行政

区域内的艹业申位和民办非企业弟位开展

民主管理活动,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四十二条 (援 引条款) 企业民主

管理活动中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事项,依
照 《陕西省企业集体合 lol条 例》的规定

执行。

第四十三条 〔施行时间〕 本条例自
⒛12年 9月 1日 起施行。

(2003淘·9月 28

2010年 3月 26

2012年 7月 12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令利促进

第三章 专利保护

第1ll章  专利管理

第五章 专利服务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陕西省专利条例

日陕西省第十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日陕西省第十一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修正

日陕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修订 )

录

第-章  总  则

第一条 〔立法目的) 为了鼓励发明

创造,促进技术创新,推动专利应用,加
强专利管理和服务,保护专利权人合法权

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和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