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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8_E5_90_88_E5_c122_483347.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法》于1994年7月颁布实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随

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实践中出现了很多的新问题，《劳动法

》却没有相应法规进行调整，尽管劳动部出台了一系列与《

劳动法》相配套的劳动规章，但只属细枝末节的补充解释，

无法很好地处理众多新型的劳动争议。对劳动合同的争议在

实践中占很大的比重，《劳动法》虽然就劳动合同的定义和

适用范围，订立、变更和无效，内容、形式和期限，终止和

解除等主要问题作了专门的规定，为统一和完善劳动合同制

度奠定了法律基础，但实践中却经常有用人单位用劳动合同

来侵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于1999年10月1日起实施，体系较为完备，制度基本全面，全

面而准确地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从现阶段来

看，应该说这是一部比较完善的法律。 劳动合同与民商事合

同分别由《劳动法》和《合同法》进行调整，两者之间虽有

不同，也有相通之处，对劳动合同与民商事合同进行比较和

分析，有利于《劳动法》借鉴《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完善

对劳动合同的有关规定。一、劳动合同与民商事合同的比较

和评析 （一）关于订立原则 《劳动法》十七条简单地规定了

订立，变更合同中的“平等自愿、协商一致”原则和合法原

则，同时在十八条规定无效情形的“欺诈”时可以认为是一

种“诚实信用”原则。与之相对应，《合同法》第三、四、

六、七条规定了基本一致的原则。《劳动法》虽然规定了平



等自愿原则，但实践中由于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和劳动力相

对过剩这样一个社会现象，这一条往往得不到体现。而《合

同法》第五条规定的公平原则未被《劳动法》以较为明显的

方式吸纳，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不利于保护劳动者这个弱势

群体。 （二）关于成立条件 《合同法》十三至三十一条用较

大的篇幅介绍了合同成立的大量细致复杂的规则，与之形成

对比，《劳动法》第三章（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无一条文

涉及此类规则，但在实践中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因为在十

九条里规定了劳动合同应当用书面形式订立，在很大程度上

减少了对劳动合同成立效力的争议。 尽管《劳动法》第十九

条规定了书面形式要件，但实践中也承认事实劳动关系的存

在，否则可能恰恰使《劳动法》极力要保护的劳动者权益遭

到极大损害。这一现象其实可以用《合同法》三十六条确立

的规则来获得其合理性，它规定，在书面形式作为成立要件

但当事人未采用时，如一方已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

该合同成立。 （三）关于条款内容 这是对《劳动法》第十九

条和《合同法》第十二条的对比，《劳动法》规定劳动合同

必须具备十九条规定的七项必备条款，而《合同法》突出了

合同内容由当事人约定，只是列举了八项合同一般包括的条

款。由此可以看出劳动合同比一般的民商事合同的强制性更

高。劳动合同与一般的格式合同具有相似之处，可以借鉴《

合同法》第三十九至四十二条的规定，让提供格式合同一方

（用人单位）负提醒与说明义务、格式合同（劳动合同）中

免责或减责条款无效、作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解释的原

则，这样使相对弱势的劳动者的利益更容易得到保护。 （四

）关于效力 《劳动法》中只有对劳动合同无效的规定，是在



第十八条，而《合同法》的规定相对灵活，也给了当事人一

定的自由选择权，它在第五十二和五十四条中分别规定了合

同无效和可撤消的情形。对于采取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的

合同，在《劳动法》中规定为无效，在《合同法》中规定为

可撤消。 在《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中规定了两项免责条款的

无效：1、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2、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

成对方财产损失的，而在《劳动法》中却无相似的规定。在

现实中有不少案例都反映不少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订立的劳动

合同中有“伤亡概不负责”的条款，一般都是运用违反合法

性原则加以处理的。如果在《劳动法》里添加这一条，使其

更具有直观性，就能更好地起到法律的预测作用。 （五）关

于解除 这是《劳动法》中很少地规定比《合同法》详细的部

分，这也是和《劳动法》偏重于保护劳动者的性质息息相关

的。《劳动法》在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九条分别规定了

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需提前30

日以书面形式通知、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相比之下，

《合同法》只在第九十四条列举了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的情

形，包括不可抗力，一方不履行，迟延履行，根本违约等。 

（六）关于救济 《劳动法》规定，劳动争议仲裁是诉前法定

必经程序，也就是说，如果劳动合同发生争议，首先必须经

过劳动争议仲裁，法院才能受理。而对于民商事合同，当事

人可以在合同中约定，发生争议后是否用仲裁方式来解决，

如果在合同中没有约定的，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起

诉。 在现实中，劳动仲裁委员会中的仲裁员法律知识不足，

素质不高，不能良好地起到解决争议的目的。二、对于完善

劳动合同法律制度的一些看法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



现，完善劳动合同法律制度可以在很多方面借鉴《合同法》

的有关规定，在某些问题上，《合同法》甚至比《劳动法》

规定地更完善，更能解决当前的某些劳动问题。 从实践中存

在的众多劳动合同争议反映出来的有关劳动合同法律制度的

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关事实劳动关系 

当前劳动合同法律制度存在以下的几个方面不足，在实践中

形成了大量的事实劳动关系： 1、没有规定与劳动者订立劳

动合同是用人单位的基本义务。《劳动法》没有明确规定订

立劳动合同的义务是在用人单位一方，还是在用人单位和劳

动者双方。 2、缺乏操作性强的劳动合同签订程序规定。对

于劳动者进入用人单位工作后，什么时候签订劳动合同法律

没有明文规定，用人单位没有和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紧迫

感。 3、缺乏对劳动合同制度执行的监督。由于没有建立劳

动合同的登记申报制度，劳动行政部门很难对劳动合同的签

订进行监督。 尽管在实践中承认事实劳动关系的存在，但这

只是对劳动者的一种很微薄的权利保护，在缺乏劳动合同凭

证的情况下，劳动者要想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是非常困难的

，例如：用人单位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为由，任意解雇劳动

者。 在这种情况下，《劳动法》可以规定，与劳动者签订劳

动合同是用人单位的基本义务，并规定在劳动者进入用人单

位后一个月内必须订立，不签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不准与

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 （二）有关试用期 《劳动法》第二十

一条规定：“劳动合同可以规定试用期。试用期最长不得超

过6个月。”有些用人单位就在这大做文章，因为根据第二十

五条，在试用期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

劳动合同。有些企业就利用这一条获得了“廉价劳动力”，



反正只要不满6个月，我就可以随时炒你鱿鱼。因此有必要给

试用期加上点限制，例如规定：劳动合同期限在6个月以内的

，试用期不得超过15日；劳动合同期限在6个月以上1年以内

的，试用期不得超过60日；劳动合同期限在2年以上的，试用

期不得超过6个月。对于企业不遵守这个要求的，劳动者可以

要求变更相应的劳动合同期限，对于企业只和劳动者签订试

用期合同而不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要求用人单位必须按照

对应期限签订合同。 （三）有关劳动合同期限 在目前我国农

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城市职工下岗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

问题的情况下，一般劳动者根本无力量和用人单位讨价还价

。绝大多数情况下，劳动合同的期限由用人单位单方面确定

。实践中各用人单位的劳动合同的期限多在一年至三年之间

，企业以此对劳动者施加压力，使劳动者不敢主张自己的权

利，使法律法规对劳动者有关的保护得不到实现。对此，最

重要的是使劳动者获得与用人单位抗衡的力量，俗话说：“

团结就是力量”，只有劳动者团结起来，才能对抗用人单位

。只有通过劳动立法使劳动者团体获得和用人单位相抗衡的

力量，使雇主和雇员的力量达到平衡，才能促进劳动关系的

和谐和稳定。 以上是我的一些浅见，希望劳动立法能很好的

解决当今社会的一些迫在眉睫的劳动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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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