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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 在社会生活中，劳动者作为社会劳动关系中的弱势一方

，常常会受到用人单位有意无意的刁难，有些用人单位甚至

利用劳动合同中的试用期条款盘剥、欺诈劳动者，报纸、网

络、电台、电视台也常常有这样的报道：有的劳动者的试用

期成了“白用期”，劳动者在试用期被无端辞退，无故不为

试用期内的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非法延长劳动者的试用期

等等不一而足。 我们平时所讲的劳动合同中的试用期，一般

是指在劳动合同期限之内，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双方为相互了

解、选择和考察而约定的一段时间。它不是劳动合同的必备

条款,属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双方协商确定的条款。 试用期条

款是劳动合同约定内容。《劳动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劳

动合同可以约定试用期。”该条款具体包括以下三层含义：

一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对在劳动合同中是否设立试用期条款

的具有自主性和自愿性，即试用期条款的设立与否，完全取

决于双方是否事先约定。二是试用期条款的设定必须基于劳

动者与用人单位双方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的协商一致，形成双

方的合意。三是试用期条款是劳动合同中的条款，是基于劳

动合同而由双方约定的，也就是说，没有劳动合同就没有试

用期条款，不存在劳动合同之外的试用期。 劳动合同中的试

用期实际是劳动合同中劳动合同期限的一部分，它包含于劳

动合同期限之内，依照我国《劳动法》的规定，试用期最长

不能超过六个月。 二、试用期限的法律规定 （一）孤立的试



用期合同不受法律保护： 现实社会中，有的用人单位与刚刚

就业的劳动者不签订劳动合同，而只是与劳动者签订一个《

试用期合同》，规定一定期限的试用期，有的口头承诺试用

期后才能签订劳动合同。实际上，这是错误的。依据我国《

劳动法》的规定，试用期是劳动合同期限的一部分，包含于

劳动合同期之内，试用期附属于劳动合同，没有劳动合同也

就没有试用期，试用期是双方在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不可能

存在一个独立的试用期合同。原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若干

问题的意见》 (劳部发[1995]309号)第１８项中规定：“劳动

者被用人单位录用后,双方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试用期,试用

期应包括在劳动合同期限内。” （二）试用期限应当符合法

律法规的规定： 我国劳动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试用期最长

不得超过六个月”。 原劳动部《关于实行劳动合同制度若干

问题的通知》(劳部发[1996]354号)中指出：按照《劳动法》

的规定,劳动合同中可以约定不超过六个月的试用期。劳动合

同期限在六个月以下的，试用期不得超过十五日；劳动合同

期限在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三十日；劳

动合同期限在一年以上两年以下的，试用期不得超过六十日

。 （三）变相延长试用期不受法律保护： 现实中，有的用人

单位为规避试用期不得超过六个月的规定，存在变相延长试

用期的行为，因为违反法律规定，同样不受法律保护。如，

有的用人单位的“见习期”的名义代替“试用期”；有的用

人单位规定，在合同期内提升职位或者变更工作岗位，还要

再加一个“试用期”，如果另加的试用期与早先的试用期之

和在法定期限之内，法律当然可以予以认可，但如果借此名

义，变相延长试用期，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劳动合同的试用



期超过规定的，劳动者可以要求变更相应的劳动合同期限，

或者要求用人单位对超过的期限，按照非试用期工资变更劳

动合同期限，按照非试用期工资标准支付工资。① （四）以

缩短试用期达到非法目的的行为无效： 现实中还存在一种情

形，用人单位为留住某些人才，以缩短劳动者试用期的名义

，变相剥夺劳动者的“辞职权”。如，2004年4月，贾先生与

某公司签订了3年期劳动合同，双方约定前6个月为试用期。

因贾先生技术好，试用期才过了一个半月，公司就对他的能

力予以肯定，并通知他提前转正，发给转正工资。2004年8月

，贾先生书面提出辞职，公司未予批准。 单位单方面决定缩

短试用期，提前进入合同期，要求对方在原定的试用期内承

担试用期之后的合同期的义务，无疑侵害了劳动者在试用期

内自由选择用人单位的权利。关键是，公司单方面宣布提前

转正享受正式职工的待遇，应该与贾先生协商重新修订合同

。否则，贾先生并不因单位决定提前转正而丧失试用期的“

特权”，他仍享有随时解除合同且不承担违约责任的权利。 

三、试用期内劳动合同解除权 我国《劳动法》第二十五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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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试用期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这

条规定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规定

的试用期内可以单方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而且不用承担

补偿责任，但须按照劳动者实际工作的天数支付工资；二是

用人单位有义务证明劳动者不符合录用条件，才能解除与劳

动者的劳动合同。这个“录用条件”必须是用人单位已经明

确告知给劳动者的，不能是“暗箱操作”或者“内部控制”

。否则，劳动者可以不了解该规定否定用人单位的解除合同



的理由。如果用人单位未特别告知劳动者录用条件的，也可

以依招聘广告的内容为录用条件。② 《劳动法》第三十一条

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随时通知用人单位解

除劳动合同：“（一）在试用期内的；⋯⋯”。这其中也包

含了两个方面的意义：其一，劳动者在试用期内可以随时通

知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其二，劳动者在试用期内解除劳

动合同一般不承担赔偿责任。原劳动部办公厅《关于试用期

内解除劳动合同处理依据问题的复函》(劳办发[1995]264号)

： 用人单位出资(指有支付货币凭证的情况)对职工进行各类

技术培训，职工提出与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如果在试用期

内，则用人单位不得要求劳动者支付该项培训费用。 如果是

用人单位出资招用的职工，职工在合同期内(包括试用期)解

除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合同，则该用人单位可按照《违反有关

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劳部发[1995]223号)第四条第(一)

项规定向职工索赔。 综合以上规定，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

论：用人单位在试用期内解除劳动合同，要证明劳动者不符

合用人单位的录用条件，如果证明不了，用人单位在试用期

内也不能解除劳动合同。 劳动者在试用期内可以随时通知用

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而无需任何理由，这是法律赋予劳动

者的权利，是《劳动法》基本原则的体现，用这种形式上的

不平等保证了司法上和实践中实质上的平等。 原劳动部关于

印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

意见》的通知（1995年8月4日）第30项规定：“《劳动法》

第二十五条为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条款，即使存在

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情况，只要劳动者同时也存在第二十五条

规定的四种情形之一，用人单位也可以根据第二十五条的规



定解除劳动合同。”也就是以下四种情形即：（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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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患病或者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3）女职工在孕期、

产期、哺乳期的；（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即

使劳动者存在上述四种情形，用人单位也可以因为试用期的

规定，依法解除与劳动者的劳动合同。 四、试用期内劳动者

享有的其他权利 （一）依法享有社会保险待遇：劳动合同的

试用期是一个特定时期，但却是劳动合同的一个重要部分，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这一特定时期，可以作出相互的选择，

但这个时期必竟是合同期，劳动者的依法享有社会保险的权

利不容剥夺。现实社会中，用人单位往往以劳动者在试用期

内为由，不为劳动者缴纳各项社会保险，有的以“过了试用

期再为劳动者补交”来欺骗劳动者，而劳动者大多不清楚法

律的规定，即使知道一些也常常会迫于用人单位的压力而放

弃自己的正当权利。依据法律规定，交不交社保一个最主要

的标志就是劳动者与单位是否签订了劳动合同建立了劳动关

系；或者是否建立了事实劳动关系，是否有工资收入，这几

个条件达到了，单位就必须为员工缴交社保。 《劳动法》第

七十三条规定：劳动者在下列情形下，依法享有社会保险待

遇：（1）退休；（2）患病、负伤；（3）因工伤残或者患职

业病；（4）失业；（5）生育。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为劳动者

（当然包括试用期内的劳动者）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这是

用人单位的义务，用人单位违反法定义务，要承担法律责任

，给劳动者造成损失的，还应给予劳动者赔偿。 （二）工资

不得低于社会最低工资标准： 劳动者的工资是指用人单位依

据国家有关规定或者劳动合同的约定，以货币形式直接支付



给本单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劳动法》第四十八条规定：

“国家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最低工资的具体标准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报国务院备案。用人单位支

付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劳动部关于

印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

意见》的通知第五十七项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单位形

成或建立劳动关系后，试用、熟练、见习期间，在法定工作

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其所在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其不低

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 根据上述规定，试用期内的劳动者

的工资报酬不是用人单位的恩赐，同样受到法律保护，劳动

者在提供正常的劳动后，应得的工资不能低于当地最低工资

标准。 （三）享受医疗期待遇： 依据劳动部《企业职工患病

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劳部发[1994]479号），劳动者

患病或非因工负伤，根据本人实际参加工作的年限和本企业

工作年限长短，享受3至24个月的医疗期。用人单位新招收录

用的劳动者，即使在试用期间依然与用人单位存在不可否认

的劳动关系，当事人属于用人单位的职工，当然有权享受规

定的医疗期待遇，劳动者实际工作年限十年以下，在本单位

工作年限五年以下的医疗期为三个月；实际工作年限十年以

上，在本单位工作年限五年以下的医疗期为六个月。 但是，

用人单位对试用期内享受医疗期待遇的劳动者依然可以行使

用人自主权，在当事人医疗期满后，对不符合用人单位录用

条件的职工可以解除其劳动合同，且不需向劳动者支付经济

补偿金。 五、进一步规范劳动合同立法和执法检查 现行的有

关劳动合同试用期的规范在《劳动法》中规定相对较少且抽

象，而于部门规章中的规定又存在层次较低的问题。试用期



内用人单位侵犯劳动者权益的现象较之其他时期更多、更频

繁。因而，进一步加强劳动合同试用期的立法与执法检查，

显得尤为重要。令人高兴的是，我国《劳动合同法》已进入

到立法阶段，其草案已公布并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我们有

理由期待，我国的《劳动合同法》将对劳动合同的试用期作

出更为规范和现实的法律规定。 参考资料： ①《职场新人莫

忘试用期内维权》 济南日报 ②《试用期间员工权利全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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