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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6大亮点 不签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按月付双薪 「法苑解读」 

《劳动合同法》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

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

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违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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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合同前 

用人单位须履行告知义务 「法苑解读」 为了充分保证劳动者

知情权，《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时，应

当如实告知劳动者工作内容、工作条件、工作地点、职业危

害、安全生产状况、劳动报酬，以及劳动者要求了解的其他

情况；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

情况，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 试用期期限 由劳动合同期限确

定 「法苑解读」 《劳动合同法》对试用期期限进行了明确：

●劳动合同期限三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一

个月；●劳动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满三年的，试用期不得超

过二个月；●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试用期不得超过六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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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的，不得约定试用期。

●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劳动合同仅约定试用期的

，试用期不成立，该期限为劳动合同期限。 「违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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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

法苑解读」 达到一定条件的劳动者，可以与单位签订无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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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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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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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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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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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倍的工资。 制定劳动规章制

度 单位一方说了不算 「法苑解读」 《劳动合同法》规定，用

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

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

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

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

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 「违法责

任」 用人单位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

、法规规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给劳

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劳动者可要求经济补



偿金 「法苑解读」 在特定条件下，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

付经济补偿金。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单位应支付经济

补偿金的情况包括以下6个方面：●单位违反劳动法或者触犯

新法劳动者离开单位的；●单位主动提出与劳动者协商解除

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因病或者非因工受伤、劳动者不能胜

任工作；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换至少原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

；●用人单位裁员的；●终止劳动合同后不与劳动者续签劳

动合同的；●单位破产、被吊销、被责令关闭、撤销或者用

人单位决定提前解散的。 出现上述情况时，用人单位支付经

济补偿金的年限从2008年1月1日开始计算，每满一年支付劳

动者一个月工资，半年以内支付补偿金是劳动者的半月工资

，半年以上不满一年的支付为劳动者一月工资。 「违法责任

」用人单位拒不支付经济补偿金，劳动者可申请劳动仲裁或

依法向法院起诉。 ○挑刺 《劳动合同法》尚存6大缺陷 无固

定期限 合同中的工龄认定不明晰 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

作满10年的，可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10年工龄如何计

算已成为《劳动合同法》中争议最大的问题。 对于劳动者

在2008年1月1日以前的工龄，是全算？全部不算？还是部分

算？专家学者为此争论不休。有的专家认为，工龄应该

从2008年1月1日起重新计算。而有的专家却认为，新法实施

后，只要前后工龄是连续的，就应该以此计算。 然而，任何

个人的解释都没有法律效力，这些问题只有等最高人民法院

的司法解释以及劳动行政部门的实施细则出来才能确定。 违

约金规定 两法律“打架” 《劳动合同法》明年1月1日实施，

该法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不得与劳动者约定违约金（特殊情

况除外）。在明年1月1日前，不少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依照《



劳动法》，对提前解除劳动合同须支付的违约金进行了约定

。明年1月1日以后，此前已和单位约定违约金的劳动者提前

解除劳动合同，须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吗？对于这个问题

，法学界争议相当大，想要最终明确，依然只有等待相关部

门出台实施细则或司法解释。 工会的权力可能不会落到实处 

《劳动合同法》多处赋予了工会参与权和监督权，如企业制

定规章制度要经过职工代表大会讨论，与工会协商；企业解

除劳动合同要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企业裁员要听取工会意

见等等。 但工会的权力是否会落到实处？很多专业人士对此

持观望态度。 “这条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对于很多没有成立

工会的企业，与员工解除劳动合同时该通知谁呢？如果有工

会，企业在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时未通知工会，会承担何种责

任，该法并没有规定。”四川师范大学大学讲师刘洲认为，

这些赋予工会的权利只是“画饼充饥”。 “支付令”形同虚

设 《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拖欠或者未足额支付劳动

报酬的，劳动者可以依法向当地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法院

应当依法发出支付令。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债务人自

收到支付令之日起十五日内，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

，人民法院收到债务人提出的书面异议后，应当裁定终结督

促程序，支付令自行失效。换句话说，只要债务人提出异议

，支付令就不发生法律效力，这对劳动者来说等于没有申请

支付令。这条规定虽然引导劳动者申请支付令，但结果却是

增加了劳动者追讨工资的程序、时间及经济成本。 “只能约

定一次试用期” 太绝对 为了防止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反复试

用，损害劳动者权益，《劳动合同法》规定“同一用人单位

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仅就字面意思理解，



该法条显得非常绝对。 举个例子，如果劳动者从一单位离

职5年后再次被招用，他所就职的部门和岗位很可能和原来不

一样，这种情况下，用人单位不能再次约定试用期。这有很

可能引发新的问题，用人单位招用离职的员工时可能会存在

很多顾虑，一旦约定试用期，劳动者也有可能依据本条提出

异议，引发新的纠纷。 企业裁员规定 细节不明确 《劳动合同

法》规定，用人单位按规定裁减了人员，如果在6个月内重新

招用人员，应当通知被裁减的人员，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

用被裁减的人员。用人单位重新招人时应通知曾被裁减的人

员，这个过程应该由谁来监督？同等条件下，用人单位应优

先招用被裁减的人员，“同等条件”应如何界定？对这两个

问题，《劳动合同法》并未明确，只有待最高人民法院的司

法解释以及劳动行政部门出台实施细则才能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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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