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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1人未按表决器。历经4次审议、一部与劳动者切身利益

息息相关的法律，终于于6月29日，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八次会议上获得通过。《劳动合同法》在坚持《劳动法

》确立的劳动合同制度框架基础上，针对劳动关系现状，作

出了许多有利于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制度设计。被有些新闻媒

体誉为“亿万劳动者维权的‘利剑’”。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仔细拜读新华社受权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文稿，其中第十四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与全文主旨很

不和谐。如果没有发布错误，其规定很是让面临改制的国有

企业的老职工们感到不公、不安和无奈。 1、立法者积极追

求实质公正，努力使《劳动合同法》向劳动者倾斜。 近几年

以来，“劳动合同短期化”现象在我国许多地方非常严重，

国有企业也不例外，劳动合同一年一签，甚至一年四签，“

许多劳动者整天提心吊胆，担心随时面临失业危险”，严重

影响了劳动者的正当权益。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合同法》

中关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条款的设立理所当然就成为引人

注目的焦点。 现行有关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国家级规定，

主要体现在《劳动法》第二十条第二款。其规定：“劳动者

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以上，当事人双方同意续延

劳动合同的，如果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这一条的立法初衷本是

鼓励企业与劳动者签订长期劳动合同，建立稳定的劳资关系



，但是由于该法条设定的在双方同意续签劳动合同的前提下

，劳动者提出续签要求，企业才应当与劳动者签订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的条件，使许多劳动者为保住工作根本不敢提出

订立无固定期限的要求或者在即将接近在一家企业工作十年

之前被解除劳动合同。使得《劳动法》第二十条的执行在实

践中被打了许多折扣。 本次制定《劳动合同法》，干脆取消

了现行《劳动法》中“双方同意续延”这样的约束性规定，

鼓励用人单位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只要符合法定情形

，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成为企业的一项义务，同时也就

成了劳动者获得的一项权利，不再需要“双方同意”并且“

劳动者提出”这样苛刻的程序要求。尤其对于连续签订两次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后再续签的规定将会使执行短期劳动合同

期限的企业尽量延长劳动合同期限或者尽早与劳动者签订无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另外，为了保证企业与员工依法签订无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能够严格执行、不走过场，《劳动

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

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同时，《劳动合同法》还通过其他条款明确规

定了用人单位违反规定不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法律责

任，包括按工作年限支付经济补偿、按规定补偿标准的二倍

支付赔偿金等，表明了立法者强烈希望以此来稳定劳资关系

的坚定决心和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力度。 2、同样作为劳动

者的国企老职工是需要特殊关爱，还是需要作出牺牲？ 新华

社6月29日受权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其中

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

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有下列情形之一，劳动者提出或



者同意续订、订立劳动合同的，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外，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一）劳动者

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二）用人单位初次实行

劳动合同制度或者国有企业改制重新订立劳动合同时，劳动

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十年

的；（三）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劳动者没有

本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续

订劳动合同的。”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第二款第（二）项的规

定。因为按照这种规定，国有企业老职工在企业改制时需要

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如想与企业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不但要“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并且还需要“距

法定退休年龄不足十年”。即使经历了改革开放全过程的50

岁以上的老职工，也有可能因为变换工作单位而难于满足法

定条件、以解除后顾之忧；更何况不满50岁的老职工，哪怕

连续工龄达到10年、20年或者30年以上。这样规定，无疑比

对一般劳动者的要求来得更加严格，明显有利于企业而不利

于劳动者。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对于这样的劳动者是应

该给予特殊关爱，还是需要他们继续作出某些牺牲？ 诚然，

我们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但如何

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加强对职工合法权益的保护，是当代

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面临的一个严峻课题。它不仅关系

到国企改革能否取得预期的成功，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关系

到社会能否实现和谐与稳定。国有企业数十年来的发展和积

累，离不开国企职工做出的巨大贡献。在近年来的国企改革

实践中，国企职工已经承担了相当大的成本。基于对历史负

责的态度，综合考量当前复杂的利益格局，国有企业应有更



强的社会责任感，在追求企业效益的同时，积极回报社会，

不能让那些曾经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大半生的国有企业老

职工因权益受到持续侵害而沦为改革的牺牲品。2006年11月8

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仍在强调，国企改革要维护职工合

法权益。 1996年，原河北省劳动厅曾就不同企业终止或解除

劳动合同计发经济补偿金问题请示原国家劳动部，劳动部办

公厅明确答复，劳动合同即行终止，用人单位可以不支付劳

动者经济补偿金，但凡属国有企业职工在劳动合同终止以后

，仍应执行有关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规定。即使此次发布的《

劳动合同法》，其第九十七条第三款依然规定：“本法施行

之日存续的劳动合同在本法施行后解除或者终止，依照本法

第四十六条规定应当支付经济补偿的，经济补偿年限自本法

施行之日起计算；本法施行前按照当时有关规定，用人单位

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按照当时有关规定执行。”

如此从国家立法延续性和协调性的角度来看，国有企业职工

在与企业处理劳动关系时，应与一般企业的劳动者有所不同

，是享有特殊关爱而不是相反。 3、新华社受权发布的《劳

动合同法》文稿是否有误？值得探究。 2006年3月20日，全国

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一审意见，将法

律草案全文向社会公布并征求意见。在短短一个月时间里，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方面共收到各地群众对这部法律草案的

意见191849件。作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积

极回应普通百姓的关切，对原草案作了大幅度的修改。 因为

争论激烈，原定于2006年8月的二审推迟到12月。据新华网、

《法制日报》等多家媒体报道，提交二审的新的劳动合同法

草案采纳了许多人关于“防止劳动合同短期化”的建议，赋



予了劳动者在三种情况下有单方决定与用人单位签订无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的权利，即在原《劳动法》连续工作满十年的

法定情况外增加两种情况，包括：“用人单位初次实行劳动

合同制度或者国有企业改制重新签订劳动合同时，劳动者在

该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或者距法定退休年龄在十年以内的；

连续签订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后续签的”。 从这一草案的

规定看来，国有企业改制重新签订劳动合同时，劳动者若要

取得与用人单位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权利，只要具备

“在该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 或者“距法定退休年龄在十年

以内”两个条件之一即可，而并非两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

法律文件中的关键用词，一个“或者”一个“且”，差之毫

厘，谬以千里。对于如此变化，笔者也曾努力多方查证，但

仍不得知其所以然，同老职工们一样深感困惑和不安。 《劳

动合同法》自2008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不管是否有误，有

待有关部门及早作出更正或者相关说明。 （作者：张太盛，

河北大元建业集团有限公司，taisheng_zha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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