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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劳务合同是具有很大相似性的三种不同合同，只有劳动合

同在《劳动法》中有相应的规定，而且规定也非常简单，雇

佣合同和劳务合同根本就没有法律做出明确规定，只能根据

有关民法理论进行判案，在司法实践中对这三类合同的认识

易产生偏差。本文试图对这三类合同进行辨析，以期对这三

类合同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一、概念不同（一）劳动合同《

劳动法》第十六条规定，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建立

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实际上，作为劳动

合同的定义，上述规定是非常简陋的。其主要问题在于没有

对劳动关系进行定义，没有讲清楚劳动关系的特征。正是由

于这样简陋的定义，才使人们常常分不清劳动合同与劳务合

同、雇佣合同的区别。任何定义，都应指出所要定义的对象

的特征，根据这些特征，可以确定对象的内涵和外延。但是

，《劳动法》这一规定，却不能实现这一目的。这一定义，

对合同的主体做出明确规定，但是对客体和内容没有明确描

述。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

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这

种定义，可以使人对买卖合同的概念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不

会同其他合同混淆。劳动合同所定义的劳动关系，其前身就

是民法中的雇佣关系。劳动合同为当事人一方（劳动者）负

有从事工作义务，他方（用人单位）负有支付工资义务的双

务合同。劳动合同是劳动者在从属关系上提供劳动，从事工



作的合同。所谓居于从属关系，系指工作的实施应服从用人

单位的指示。劳动合同的概念，应该体现出劳动关系的内容

。根据比较法的研究，我们可以将劳动合同定义为“劳动合

同是劳动者按照用人单位的指示提供劳动，用人单位支付报

酬的合同。（二）雇佣合同雇佣合同，我国法律没有进行规

定。但是，大陆法系各国一般都对雇佣合同设有明确规定，

例如《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中华民国民法典

》（现在台湾省实施），另外，英美法系国家中的英国也有

成文法对雇佣合同进行规定。我国制定统一的《合同法》时

，在全国人大法工委委托学者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建议草案》中，专设雇佣合同一章进行了规定，但是，在

最终通过的《合同法》中却没有雇佣合同。对此，梁慧星先

生指出“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人口的绝大多数是体力

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他们与雇主（包括企事业单位、国家

机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靠缔结雇用合同、劳动合同和

聘用合同来规定，单靠现行劳动法关于劳动合同的规则是规

范不了的，而改革开放以来广大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

利益未受到应有的保护，各种严重侵害劳动者权益的事件层

出不穷，法院受理大量的雇用合同纠纷案件苦于没有具体法

律规定作为裁判基准。建议草案在广泛参考各国保护劳动者

的立法经验基础上精心设计和拟定的雇用合同一章被删除，

是最令人惋惜的。”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梁慧

星教授主持的课题组向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提交的民法

典专家建议稿对雇佣合同又专设一章进行规定。该草案合同

编第15章第301条规定，“雇用合同是受雇人向雇用人提供劳

务，雇用人支付报酬的合同”。王泽鉴先生指出，雇佣合同



，“即受雇人于一定或不一定之期限内，为雇佣人服劳务，

雇佣人负担给付报酬的契约”。可见，雇佣合同的这些定义

基本是一致的。（三）劳务合同劳务合同是我们经常提到的

一个概念，但是，对劳务合同的定义，不但立法没有做出规

定，教科书也鲜有讲授。根据给付的标的，合同可以分为三

大类，一类是以财产为给付标的的合同，例如买卖合同、赠

与合同、借用合同；第二类是以为劳务给付标的合同，例如

承揽合同、委托合同、保管合同、雇佣合同；第三类是以共

同从事一定工作为目的合同，例如合伙合同。从最广义的角

度讲，第二类合同可以称为劳务合同，王全兴教授就是在这

个角度上使用劳务合同概念的。他说“劳务合同是一种以劳

务为标的合同类型，它包括承揽合同、基本建设承包合同、

运输合同、技术服务合同、委托合同、信托合同和居间合同

等”。劳务合同实际上涉及到两个合同、三方当事人。一个

合同是雇佣人（用人单位或自然人）与受雇人之间的雇佣合

同或劳动合同，另一个是劳务提供者（劳动合同或雇佣合同

中的雇佣人）与与劳务接受者之间的劳务合同。这种合同与

《合同法》规定的融资租赁合同非常相似。劳务合同是通过

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和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实现的

。《合同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

三人履行债务的，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

不符合约定，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第六十五条规

定，“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

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

担违约责任”。劳务接受人是劳动合同或雇佣合同的第三人

，受雇人是劳务合同的第三人。在劳务合同中，劳务提供人



与劳务接受人约定，由受雇人向劳务接受人直接提供劳务，

劳务接受人向劳务提供人支付劳务费，劳务接受人在接受劳

务的过程中应当提供适当的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如果受雇

人向劳务接受人提供的劳务不符合劳务合同的约定，劳务提

供人应当向劳务接受人承担违约责任。在劳动合同中或雇佣

合同中，雇佣人与受雇人约定，受雇人直接向劳务接受人提

供劳动，雇佣人向受雇人支付劳动报酬，劳务接受人向受雇

人提供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如果劳务接受人提供的劳动保

护和劳动条件不符合劳动合同的约定，雇佣人应当向受雇人

承担违约责任。劳务合同履行过程中，雇佣人应当按照劳动

合同或雇佣合同的约定向受雇人支付劳动报酬，包括工资和

保险福利待遇，当然，也可以委托劳务接受人向受雇人支付

劳动报酬。二、三类合同的比较（一）劳动合同与雇佣合同

劳动合同是一种特殊的雇佣合同，二者必然既有相同点，又

有不同点。二者的相同点主要是： 1、二者都是私法上的合

同。二者的当事人法律地位是平等的，以双方当事人相对立

的意思表示的合意而成立。虽然劳动合同的订立必须符合法

律的强行性规定，但合同所约定的内容，仍属私法上的法律

关系。2、二者都以给付劳务为目的。这两类合同的目的在于

劳动者（受雇人）依约定向雇佣人提供劳务的行为，而不在

于实现雇佣人的预期利益。3、二者都是继续性合同。作为给

付劳务的合同，受雇人给付劳务不可能是一次性的，必须在

合同存续期内持续的实施给付行为，因此是继续性合同。4、

二者都是双务有偿合同。在这两类合同中，受雇人必须依约

提供劳务，雇佣人必须依约支付报酬，双方当事人都负有义

务，并且双方的义务具有对价性，任何一方从对方取得权利



均需付出代价，因此是双务有偿合同。既然劳动合同是一类

特殊的雇佣合同，二者必然具有一定的区别，其区别主要表

现在： 1、主体不同。这是劳动合同和雇佣合同产生差别的

根本原因。在这两类合同中，提供劳动的一方（受雇人，也

可以称为劳动者）都是自然人，在这一点上，两者没有差异

。雇佣合同，法律对合同主体没有特别限制，自然人、法人

、合伙都可以作为雇佣人；《劳动法》第2条规定了劳动合同

的雇佣人，即用人单位，包括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与劳动

者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2、

形式不同。法律对雇佣合同的形式没有要求，根据《合同法

》的规定，既可以是书面合同，也可以是口头合同，是不要

式合同。根据《劳动法》第十九条的规定，我国的劳动合同

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是要式合同。3、二者受国家干预的程度

不同。雇佣合同作为一种民事合同，以意思自治为基本原则

，合同当事人在合同条件的约定上有较大的自由。国家经常

以强行法的形式规定劳动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干预劳动

合同内容的确定，当事人的约定不能超出法律的规定。当然

，劳动法的规定主要是半强行性规定，所谓半强行性规定，

就是国家规定了用人单位提供劳动条件的最低标准，用人单

位与劳动者约定的劳动条件可以高于国家规定的标准，但是

不能低于国家规定的标准，例如最低工资、最高工时，也就

是可以做出一些更有利于劳动者的约定。4、解决争议的方式

不同。雇佣合同作为一种民事合同，发生争议，当事人可以

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如果雇佣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应向

双方选定的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因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

当事人要向人民法院起诉，必须先向有管辖权的劳动争议仲



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

诉，当事人不能就是否仲裁和对仲裁机构进行选择。5、适用

的法律不同。劳动合同是一类特别的雇佣合同，劳动法有特

别规定的，应当适用劳动法的规定，劳动法没有规定的，应

当适用民法的规定。但是，劳动法的制定是为了保护在经济

上居于弱者地位的劳动者，根据规范目的，劳动法的规定不

能适用于民法上的雇佣合同。（二）劳务合同与雇佣合同和

劳动合同通过定义可以看出，劳务合同与雇佣合同和劳动合

同是具有关联性的不同合同。不同点主要表现在： 1、主体

不同。劳务合同的主体双方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用人

单位。劳动合同的主体一方是自然人，另一方是用人单位。

雇佣合同的主体一方是自然人，另一方是用人单位或自然人

。2、劳动的直接提供者不同。劳务合同的劳务提供者是以与

自己有劳动关系的他人的劳动提供劳务，劳动合同和雇佣合

同中的受雇人以自己的劳动向对方提供劳务。3、当事人数量

不同。劳务合同涉及到三方当事人，雇佣合同和劳动合同只

涉及到两方当事人。（三）“劳务合同”一词在不同时候的

意义&nbsp.“劳务合同”一词在现实生活中的用法是相当混

乱的，在不同的时候表达不同的意义。，“劳务合同” 有时

表示的是“劳动合同”，有时表示的是“雇佣合同”，有时

表示的是以劳务为内容的合同。有人认为，“劳务合同是指

双方当事人约定一方为他方提供劳务，他方给付报酬的合同

。”“由于劳动合同发端于劳务合同，劳动合同是从劳务合

同中分离出来，因此二者之间有许多共同点。” 根据本文的

相关论述可以知道，这里所说的“劳务合同”就是雇佣合同

。王利明教授说，“在雇佣、劳务等合同中，债务人因病不



能提供劳务，不论他患病是何原因所致，都应被免除实际履

行责任，不能考虑造成履行不能应可归责于谁”。在这里，

患病者是债务人，是自然人，同时，把劳务合同和雇佣合同

并列，因此，此处的“劳务合同”就是劳动合同。因此，判

断一个合同到底是劳动合同、雇佣合同，还是劳务合同，一

定要认清法律关系的本质特征。只有这样，才能正确适用法

律，切实保证合同当事人、尤其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作者

：中国政法大学 章珩)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