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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5_88_E5_B9_BF__c122_485032.htm 五、鼓励劳动关系长期

稳定，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签订门槛降低。 由于现行的《劳

动法》在合同期限方面存在着重大缺陷，比如对有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的续签次数没有任何限制，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条件过于苛刻等，导致了目前劳动合同短期化的现象，很多

企业与普通劳动者都是一年一签，多次续签。劳动合同短期

化影响了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职工

的就业稳定感和对企业的归属感，影响了其为企业长期服务

的工作热情和职业规划，也对企业的长期发展、社会的和谐

稳定产生不利影响。为了更好地维护劳动者的就业稳定权，

《劳动合同法》从多处着手，整治劳动合同短期化这一顽疾

。 首先，规定劳动合同期满终止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根据

《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在解除劳动合同时，一般需要支

付经济补偿金，而在终止劳动合同时，一般不需要支付经济

补偿金。用人单位订立短期劳动合同并终止与订立长期劳动

合同并解除相比，可以减少解除劳动合同的成本。针对这一

问题，《劳动合同法》规定，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

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况外，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期满终止的，用人单位需要向劳动者支付

经济补偿金。换言之，劳动合同到期后，用人单位不续签劳

动合同或者提出的续签条件低于原劳动合同约定的条件导致

劳动者不续签的，用人单位均需要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

。这一新规定可以消除用人单位减少解除劳动合同成本的动



机，以经济手段引导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长期或者无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 其次，大大降低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签

订条件。法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劳动者提出或同意续签

劳动合同的，应当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1）劳动者已

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的；（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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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10年的

；（3）连续订立2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劳动者没有《劳

动合同法》第39条和第40条第1项、第2项规定的情形，续订

劳动合同的。此外，法律还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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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法律还规定用人单位不签

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处罚措施，即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

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自应当订立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2倍的工资。 而《

劳动法》规定的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的条件是：（1）

劳动者在同一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以上；（2）当事人双方同

意续延劳动合同；（3） 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

合同。由于需要同时具备以上三个条件，实际上若用人单位

不同意续签劳动合同，不管劳动者在用人单位实际工作了多

少时间，都无法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将这两部法律

作对比可以看出，《劳动合同法》对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签

订有革命性的改观，其立法目的就是鼓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

建立长期规定的劳动关系。 六、试用期受到法律严格限制，

超期试用要承担赔偿责任。 试用期本来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

在劳动合同中协商约定的对对方的考察期。但是，在实践中



，用人单位滥用试用期的现象比较严重，比如随意延长试用

期，压力试用期的工资、将试用期作为廉价期，随意辞退试

用期内的劳动者等等。针对实践中一些用人单位滥用试用期

的问题，《劳动合同法》作出了一些与《劳动法》不同的新

规定： 一是试用期的期限与劳动合同的期限有了新的对应关

系，即劳动合同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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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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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同一用人单

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续签劳动合同时，不

论是否变更岗位都不得再约定试用期。 三是明确试用期应包

括在劳动合同期限之内。单独的试用期合同不成立，该试用

期合同就是劳动合同，视为用人单位放弃试用期。 四是劳动

者在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者劳

动合同约定工资的80%，并重申试用期工资不得低于用人单

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五是在试用期中，除劳动者有本

法第39条和第40条第1项、第2项规定的情形外，用人单位不

得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在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

向劳动者说明理由。 六是违法试用要支付赔偿金，即用人单

位违反本法规定与劳动者约定试用期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

令改正；违法约定的试用期已经履行的，由用人单位以劳动

者试用期满月工资为标准，按已经履行的超过法定试用期的

期间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七、违约金制度从群雄并起走向

全国统一。 违约金是指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或者由法律所规

定的，一方违约时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量的货币，是合同法中



违约责任的一种主要形式。在我国《合同法》上有较为明确

的规定，是一项完善的法律制度，它在经济合同中充分体现

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但是，在劳动合同领域，企业不

能随意为劳动者设定违约金，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

从劳动合同的本质看，劳动合同相对于民事同存在比较大的

区别，劳动合同对于劳动者而言为了通过劳动合同确立劳动

关系，从而为自己劳动力的付出，得到工资收入，其根本目

的是为了获得其生存的必要生活用品。因此，在劳动仍然是

劳动者谋生的一个基本手段的情况下，对于劳动者随意设定

违约金与劳动法的立法精神不符。 其次，从劳资双方的力量

对比来看，劳动合同不同于民事合同，劳动合同是一般是经

济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合同，劳动者之所以接受该条款，往往

是迫于无奈而被动接受。用人单位处于的优势地位很容易让

劳动者处于“违约”状态，而违约金条款从性质上看具有惩

罚性，即不管违约是否给对方造成损失，都必须依照约定给

予赔偿，这对以工资收入作为生活来源的劳动者来说是极不

公平的。 最后，随意设定违约金条款，客观上会限制劳动力

的市场化流动，侵犯劳动者的自由择业权。 基于以上三点考

虑，世界各国都对劳动合同中的违约金条款作出了严格限制

，有些国家甚至明文规定禁止劳动合同中规定“违约金”条

款。我国《劳动法》对此并没有明确规定。1996年10月，劳

动部出台了《关于企业职工流动若干问题的通知》，明确了

“用人单位与职工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违约金。解除劳动

合同，应当按照《劳动法》的有关规定执行。未经当事人双

方协商一致或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工作任务尚未完成，任何一

方解除劳动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按照《违反〈劳动法



〉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承担赔偿责任。”此后，

各地为了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也陆续制定了相应的劳动

法规或规章对违约金问题予以规范。但各地的规定有很大差

别，如2002年5月1日起实施的《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第17

条规定，劳动合同对劳动者的违约行为设定违约金的，仅限

于下列情形：一是违反服务期约定的；二是违反保守商业秘

密约定的。违约金数额应当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约定。江

苏和浙江两地的规定与上海的规定类似。而《北京市劳动合

同规定》对劳动合同中违约金条款的设定没有任何限制，

第19条规定：“订立劳动合同可以约定劳动者提前解除劳动

合同的违约责任。” 辽宁和山东等地的地方性立法也有类似

的规定。 此外，对于违约后劳动者的赔偿数额各地的规定也

是大相径庭。如《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 第17条规定，违约

金数额应当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约定。而《北京市劳动合

同规定》第19条规定：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支付的违约金最多

不得超过本人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工资总额。由此可见

，先前的法律、法规对劳动合同中的违约金条款规定存在以

下问题：一是违约金条款没有法律层面的规定，适用的大部

分是地方规定，效力比较低。二是违约金的适用范围比较混

乱。目前由于劳动合同中的违约金条款，适用的大部分是地

方性规定，导致违约金的适用范围差别很大。 针对我国现行

法律、法规对劳动合同违约金条款规定的不足，这次劳动合

同立法对劳动合同违约金条款作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

劳动合同法》的出台使劳动合同违约金制度从“群雄并起”

走向了“天下一统”。 1、可设定违约金的情形有了明确的

规定 《劳动合同法》第25条规定：除本法第22条和第23条规



定的情形外，用人单位不得与劳动者约定由劳动者承担违约

金。即用人单位只有两类情况单位可要求违约金：（1）劳动

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用人单位可以设定违约金。而用人单

位可以设定服务期的情形只限于一种情形，即用人单位为劳

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可以与

该劳动者订立协议，约定服务期。（2）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

规定的，用人单位可以设定违约金。 2、违约金的支付有了

具体标准 《劳动合同法》在规定劳动合同中可以设定违约金

的两种情形的同时，还规定了违反服务期约定支付违约金的

标准，即《劳动合同法》第22条规定：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

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约定违反服务

期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费用。违约时

，劳动者所支付的违约金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所应

分摊的培训费用。但是，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违约

金的支付标准没有一个指导性的规定，需要当事人协商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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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