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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局)： 近年来

，以小时工为主要形式的非全日制用工发展较快。这一用工

形式突破了传统的全日制用工模式，适应了用人单位灵活用

工和劳动者自主择业的需要，已成为促进就业的重要途径。

为规范用人单位非全日制用工行为，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促进非全日制就业健康发展，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进一步做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的通知》（中发〔2002

〕12号）精神，对非全日制用工劳动关系等问题，提出以下

意见： 一、关于非全日制用工的劳动关系 1．非全日制用工

是指以小时计酬、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平均每日工作时间

不超过5小时累计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30小时的用工形式。 从

事非全日制工作的劳动者，可以与一个或一个以上用人单位

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与非全日制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

应当订立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一般以书面形式订立。劳动合

同期限在一个月以下的，经双方协商同意，可以订立口头劳

动合同。但劳动者提出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以书面形

式订立。 2．劳动者通过依法成立的劳务派遣组织为其他单

位、家庭或个人提供非全日制劳动的，由劳务派遣组织与非

全日制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3．非全日制劳动合同的内容

由双方协商确定，应当包括工作时间和期限、工作内容、劳

动报酬、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五项必备条款，但不得约定试

用期。 4．非全日制劳动合同的终止条件，按照双方的约定



办理。劳动合同中，当事人未约定终止劳动合同提前通知期

的，任何一方均可以随时通知对方终止劳动合同；双方约定

了违约责任的，按照约定承担赔偿责任。 5．用人单位招用

劳动者从事非全日制工作，应当在录用后到当地劳动保障行

政部门办理录用备案手续。 6．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劳动者

档案可由本人户口所在地劳动保障部门的公共职业介绍机构

代管。 二、关于非全日制用工的工资支付 7．用人单位应当

按时足额支付非全日制劳动者的工资。用人单位支付非全日

制劳动者的小时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政府颁布的小时最低工资

标准。 8．非全日制用工的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规定，并报劳动保障部备案。确定和调整小时最低

工资标准应当综合参考以下因素：当地政府颁布的月最低工

资标准；单位应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和基本医疗保险费(当

地政府颁布的月最低工资标准未包含个人缴纳社会保险费因

素的，还应考虑个人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非全日制劳动者

在工作稳定性、劳动条件和劳动强度、福利等方面与全日制

就业人员之间的差异。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的测算方法为： 小

时最低工资标准＝〔（月最低工资标准÷20.92÷8）×（1＋

单位应当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和基本医疗保险费比例之和

）〕×（1＋浮动系数） 9．非全日制用工的工资支付可以按

小时、日、周或月为单位结算。 三、关于非全日制用工的社

会保险 10.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劳动者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原则上参照个体工商户的参保办法执行。对于已参加过基

本养老保险和建立个人账户的人员，前后缴费年限合并计算

，跨统筹地区转移的，应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和个人账户

的转移、接续手续。符合退休条件时，按国家规定计发基本



养老金。 11.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劳动者可以以个人身份参加

基本医疗保险，并按照待遇水平与缴费水平相挂钩的原则，

享受相应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具体办

法由各地劳动保障部门研究制定。 12.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为建立劳动关系的非全日制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费

。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劳动者发生工伤，依法享受工伤保险

待遇；被鉴定为伤残5－10级的，经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协商一

致，可以一次性结算伤残待遇及有关费用。 四、关于非全日

制用工的劳动争议处理 13.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劳动者与用人

单位因履行劳动合同引发的劳动争议，按照国家劳动争议处

理规定执行。 14.劳动者直接向其他家庭或个人提供非全日制

劳动的，当事人双方发生的争议不适用劳动争议处理规定。 

五、关于非全日制用工的管理与服务 15.非全日制用工是劳动

用工制度的一种重要形式，是灵活就业的主要方式。各级劳

动保障部门要高度重视，从有利于维护非全日制劳动者的权

益、有利于促进灵活就业、有利于规范非全日制用工的劳动

关系出发，结合本地实际，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要在劳动

关系建立、工资支付、劳动争议处理等方面为非全日制用工

提供政策指导和服务。 16.各级劳动保障部门要切实加强劳动

保障监察执法工作，对用人单位不按照本意见要求订立劳动

合同、低于最低小时工资标准支付工资以及拖欠克扣工资的

行为，应当严肃查处，维护从事非全日制工作劳动者的合法

权益。 17.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为非全日制劳动者参保缴

费提供便利条件，开设专门窗口，可以采取按月、季或半年

缴费的办法，及时为非全日制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关系及个

人帐户的接续和转移手续；按规定发放社会保险缴费对帐单



，及时支付各项社会保险待遇，维护他们的社会保障权益。

18.各级公共职业介绍机构要积极为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劳动

者提供档案保管、社会保险代理等服务，推动这项工作顺利

开展。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二00三年五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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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