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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格局新变化 3类员工受影响 滥用试用期，违法 【现状四】

滥用试用期 有的用人单位滥用试用期，严重侵害劳动者的合

法权益。通过设定较长时间的试用期，来规避对职工应尽的

法定责任，是近年来在许多用人单位中突出存在的问题。有

人将这种现象戏称为，“试用期”变成了“白用期”。 问：

我大学刚毕业。今年8月，我刚与一民营企业签订了一年的用

工合同。前三个月为试用期，每月1200元，期满转正后每

月2200元，并缴纳了社会保险。这样的用工合同合理吗？ 相

关新闻：专家解答《劳动合同法》：不签劳动合同就违法 答

：按照《劳动合同法》，小李只能有一个月的试用期。试用

期的工资也不得低于公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者劳动合同约

定工资的百分之八十。所以，《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上述

企业所定的试用期和工资都是不合理、不合法的。 针对滥用

试用期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问题，《劳动合同法》明确了试

用期限、试用次数、试用期工资和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等规

定。为了防止有些用人单位滥用试用期，《劳动合同法》规

定：劳动合同期限3个月以上不满1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1个

月；劳动合同期限1年以上不满3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2个月

；3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

过6个月。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

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期限不

满3个月的，不得约定试用期。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



。细研究上面的法条，我们能看出，合同不满3个月，用工单

位是不能约定试用期的。 【现状五】随意解除劳动合同 随意

解除劳动合同的有两种情形，一种是用人单位无 ** 政策法规

**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就业促进法 劳动保障部颁布《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 《职工带薪年休假规定(草案)(征

求意见稿)》视法律的规定，随意或武断解除劳动合同。如在

试用期间，有些单位任意解除，走马灯式地更换试用人员。

尤其一些餐饮业单位好像永远在招聘，永远在试用，招聘的

人员竟有90%以上不合格。“炒人”成为管理手段。你不听

话？好，不想干就走人！很多用工单位习惯使用这一控人“

撒手锏”。 还有一种情形，是劳动者本身也有随意解除劳动

合同的行为。一般，用工单位都是按岗定人，个别从业人员

缺少职业道德，突然失踪、辞职了，而用工单位又一时找不

到合适人员顶替，给用工单位带来损失。 劳动合同不得随意

解除 六种情形，不得解除劳动合同 问：我在一家公司工作了

近四年。可今年年初，我休完产假再去上班，公司告诉我已

经不是公司的员工，被除名了。他们这样做合法吗？ 答：按

即将实施的《劳动合同法》规定，这家公司的做法肯定是违

法的。该法明确规定了六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一

）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

检查，或者疑似职业病病人在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的；（

二）在本单位患职业病或者因工负伤并被确认丧失或者部分

丧失劳动能力的；（三）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

疗期内的；（四）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五）

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十五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的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很明显，咨询人



在哺乳期间是不能被解除劳动合同的。 九种情形，用工单位

能解除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法》对“用工单位能解除劳动合

同”的情形也做了硬性规定。该法第39条规定，劳动者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在试用

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

规章制度的；（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

重大损害的；（四）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

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

位提出，拒不改正的；（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

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六）被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的。 《劳动合同法》还特别明确了另外三种用工单位能

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该法规定，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

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

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劳动者患病或

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

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二）劳动者不能胜

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

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

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 也就是说，除以上九种情形外

，用工单位想要解除劳动合同就该慎重了，弄不好就要违法

了。 三种情形，劳动者可“炒”老板 《劳动合同法》对劳动

者与用工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也做了规定。劳动者提前三十日

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在试

用期内提前三日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该法还

明确了六种劳动者能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它规定，只要用



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

）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二

）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

社会保险费的；（四）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

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

款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六）法律、行政法规

规定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情形。 用人单位以暴力

、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者劳动的，或

者用人单位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危及劳动者人身安全的

，劳动者可以立即解除劳动合同，不需事先告知用人单位。 

拖欠工资，加付赔偿金。 恶意拖欠、克扣劳动者工资，不依

法购买社会保险，是目前劳动者反映最为强烈的问题之一。

不少劳动者拿不到全额工资，部分工资已经被用工单位利用

各种名目给扣下。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还得干活养家

，有此经历的多数劳动者只能无奈接受了这种恶意克扣与拖

欠。尤其是一些为城市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农民工，成了

拖欠工资的主要受害者。 问：我到一家公司上班三个多月了

，直到现在我还没拿到一分工资。找老板要，老板说，最近

资金周转紧张，缓一缓就发。现在，我只能借钱维持日常生

活。听说《劳动合同法》有赔偿一说，我能索赔吗？ 答：《

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是这样规定的，用人单位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劳动报酬、加班费

或者经济补偿；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应当支

付其差额部分；逾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

额50%以上、100%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一）

未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规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劳



动报酬的；（二）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

；（三）安排加班不支付加班费的；（四）解除或者终止劳

动合同，未依照本法规定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 《劳动

合同法》实施后，如果用人单位拖欠或者未足额支付劳动报

酬的，劳动者可以依法向当地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人民法

院应当依法发出支付令。用人单位还应当依法安排加班并支

付加班费。《劳动合同法》确定了50%以上、100%以下的赔

偿金数额，劳动者申请仲裁时主张这部分权利也就有了法律

依据。 （沈阳日报 记者 伏桂明） 劳动合同法：变更劳动合

同不能损害劳动者权利 明年1月1日起，《劳动合同法》将开

始实施。《劳动合同法》将弥补1995年以来劳动合同管理的

缺陷，更全面地保护劳动者权益。24日，市劳动和社会保障

局副局长郭克利、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关系协调处处长

李常宝等相关负责人做客城市管理广播，对即将实施的《劳

动合同法》进行解读。郭克利还表示，他们对《劳动合同法

》进行详细解读，帮助企业和劳动者准确把握该法律，他提

醒说，目前社会上宣传《劳动合同法》处于鱼龙混杂的局面

，社会办各种学习班的非常多。有的办班动机和目的不纯，

有误导的作用。企业界的朋友和劳动者要区分正确和错误... 

《劳动合同法》的施行，将给2008年的职场格局带来系列变

化，从劳动用工和合同形式方面看，将发生两大变化： 一是

中长期合同成为劳资双方的首选。《劳动合同法》规定，用

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建立劳动关

系后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在劳动合同与无固定期限劳动

合同中. 事业单位聘用合同能否适用《劳动合同法》？ 厦门

：职工有权拒绝单位加班 加班不得超3小时 解读劳动合同法



：孕产妇职业病等七类人不能裁七亮点 无固定期限合同不是

终身制 劳动关系不能空心化 用人单位你准备好了？ 劳动合同

法有五亮点 学会用新法保护合法权益 劳动部出新规：禁止招

聘信息使用月薪面议字样 关注新劳动法：新劳动合同法下的

“雇主策略” “ 《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会给企业增加很多负

担，这是一种误导。因为入口是开着的，出口同样是开着的

。”针对目前各地上演的企业“突击裁员”现象，全国人大

常委会 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12月7日在中世律所联盟等主办的

“和谐劳动关系与企业制度创新”论坛上面对台下数百位企

业代表表示。 全总：调查发现三类违反和规避劳动合同法的

行为 全总：用4项措施制止规避劳动合同法的违法行为 《劳

动合同法》杜绝劳动关系"空心化合同" 叶雷：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考验企业自信 劳动合同法有五亮点 学会用新法保护合

法权益 全面解读:八大用工恶习将成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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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