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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0/2021_2022__E3_80_8A_

E5_8A_B3_E5_8A_A8_E5_c122_480611.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合同法》6月29日经人大常委会通过并颁布，将于2008

年1月1日实施。应当肯定该部法律着重的从保护劳动者的合

法权益的角度出发，明确规范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的权利

义务关系，严格惩治侵害劳动者权益的不法行为，具有很强

的实践性和强制制约性。但也有两点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一、促进用人单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 长

期以来，很多用人单位在用工过程中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

同，或者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由于没有合法的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不按时兑现劳动报酬、不缴或少缴社会保险、随意

克扣劳动者工资和解雇员工，劳动者维权难以取得证据支持

。《劳动合同法》规定，不签劳动合同法律上一样认定“事

实劳动合同成立”，并且用人单位要支付双倍的“劳动报酬

”。用人单位超过一年以上不合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视

为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

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

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二、规范用人单位“试用期” 现在很多用人单位打着“试用

期”的旗号期骗劳动者为期提供“无偿劳动”，或者假借试

用期少付劳动报酬，随意在试用期解雇劳动者等。“试用期

”成了用人单位规避法律责任的“白用期”。《劳动合同法

》规定，“试用期”工资待遇不低于正式录用后的80%。同

时，严格限制用人单位在“试用期”解雇员工，并对“试用



期”期限做出限制。3年以下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超过

“2个月”。 三、保护流动人员的合法权益 很多用人单位在

试用流动人员时，不签订长期的劳动合同，一般是一年签订

一次合同；或者2、3年签订一次，等到劳动者上了年纪就不

再继续签订劳动合同。这样很多劳动者过了青春期就“无业

可就”，后半生生活没有着落。《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

单位与劳动者“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时，劳动

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订立劳动合同的，应当订立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 四、明确“非全日制”用工的判断标准 众所周

知，“洋快餐”以大学生兼职“不视为就业”为借口，称“

非全日制”用工的最低小时工资制不适用“大学生”。“洋

快餐”把就业关系和“非全日制”劳动合同关系混为一谈，

企图逃避法律责任。《劳动合同法》对此作了明确规定，“

非全日制”用工以劳动者的工作时间“日不超过4小时，周不

超过24小时”为判断标准和依据。除此之外，“非全日制”

劳动者允许兼职。这给了“洋快餐”等用工企业一个确凿无

疑法律“信号”，大学生兼职属于“非全日制”用工。其合

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最低小时工资制应当兑现。 五、加大了

用人单位违法的法律责任 一直以来，用人单位迟延支付劳动

报酬、克扣工资、不签订劳动合同。或者随意解除合同等违

法行为没有法律责任承担，造成法律的威慑性不强，违法的

成本太低，劳动者权益无法保障。《劳动合同法》强化了这

方面的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

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

倍的工资”；用人单位未按时支付工资报酬或加班费，在合

理的催告期内仍不支付的，劳动部门“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



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

偿金。”当然是支付约定报酬基础上的赔偿金。 六、对“培

训费”、“违约金”、服务期等作了规范 现在，很多用人单

位为了本单位利益，对刚毕业的毕业生规定了苛刻的“服务

期和违约金”，甚至以社会保险和扣发部分工资为要挟。有

些单位对劳动者进行岗前培训，并规定了“培训费”和高于

“培训费”几倍的违约金。一旦劳动者没有按照用人单位的

“服务期”完成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就以“扣押”档案和证

件，甚至高额违约金为要挟。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难以保障。 

《劳动合同法》对此作了规范，违约金数额不能高于“培训

费”。而且劳动者提前解除劳动者同的，应当扣除已服务年

限的“培训费”摊销部分。用人单位扣押劳动者居民身份证

等证件的，或者用人单位扣押劳动者档案或者其他物品的，

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退还劳动者本人，并依照有关法律

规定给予处罚。 权利义务一致原则是法律公平的前提。《劳

动合同法》在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同时，劳动者也要承担

法律义务和责任。只是劳动者作为弱势群体，和实践中劳动

者权益被侵犯的情况多余劳动者违法的情况，《劳动合同法

》突出了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劳动者违法劳动合同也要承

担法律责任的，如提前解除劳动合同要承担“违约金”，泄

漏单位商业和技术秘密要承担赔偿责任等。《劳动合同法》

虽然有很多突出的优势，但也存在一些不利于劳动者权益保

护的因素。 一、劳动合同的主体没有明确 众所周知，《宪法

》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劳动法》和《劳

动合同法》中关于“劳动者”的定义没有。劳动合同的主体

没有明确规定，这是实践中发生劳动争议的主要原因之一。



虽然，年满18周岁的公民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成为

合法的劳动关系主体。但是，16岁周岁的公民也可以成为劳

动关系的主体，只是法律上称为“未成年用工”。同时，一

些被判处刑罚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一些残障人士是无法劳

动的，这样劳动合同关系的主体就显得不明确了。“洋快餐

”也正是因此主张“大学生”不是“非全日制”劳动关系的

主体。 二、劳动争议的维权时间成本漫长 劳动者和用人单位

发生劳动争议，一般先经过“劳动仲裁”，再到法院去诉讼

。司法程序的两审终审和在审制度，往往导致一起劳动争议

拖上一、两年不成问题。劳动者在法院和仲裁委之间疲于奔

命。虽然此次《劳动合同法》规定了用人单位拖欠劳动报酬

的，劳动者可以申请法院“支付令”。但是民事诉讼程序的

“支付令”要求是债权债务明确。而且一旦当事人对“支付

令”提出异议，无论这种异议是否成立，“支付令”就失效

了。所以，《劳动合同法》仍然沿用了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的

法律规定，没有彻底解决劳动争议维权时间漫长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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