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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第535号国务院令，公布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实施条

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为了帮助大家理解和认识制定实施条

例的有关情况，记者近日采访了国务院法制办负责人。 问：

为什么要制定实施条例？ 答：劳动合同法作为一部构建和发

展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的重要法律，自公布施行以来，对于规

范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发挥

了重要作用。用人单位增强了依法用工的意识，提高了劳动

合同的签订率。但是，劳动合同法施行以来，社会有关方面

对该法的一些规定在理解上存在分歧，主要有三个方面：一

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否是“铁饭碗”、“终身制”；二

是用人单位滥用劳务派遣用工形式是否会侵害劳动者的合法

权益；三是经济补偿和赔偿金是否同时适用。为了澄清这些

问题，同时使劳动合同法更具有操作性，有必要在劳动合同

法规定的基础上，制定实施条例。 问：制定实施条例经过了

哪些过程？ 答：国务院对制定实施条例高度重视。法制办、

原劳动保障部遵照国务院领导同志抓紧研究制定实施条例指

示精神，组织力量研究起草实施条例，先后三次征求了全国

人大财经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发展

改革委、财政部、商务部、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台盟中央

、全国工商联等26个中央有关部门、单位和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的意见。2008年5月8日至5月20日，通过中国



政府法制信息网公开向社会各界征求对草案的意见，共收到

各方面的反馈意见82236条。经法制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与全国人大财经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资委、全国

总工会、台盟中央、全国工商联等单位反复沟通协调、认真

研究修改，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草案）》。2008年9月3日，国务院第25次常务会议审议并原

则通过了这个草案。2008年9月18日，温家宝总理签署第535号

国务院令，公布了这个实施条例，实施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

行。 问：制定实施条例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答：在起草

实施条例的过程中，我们主要把握了以下三个基本原则： 一

是一致性原则。实施条例作为劳动合同法的配套行政法规，

必须维护劳动合同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与劳动合同法规定

的制度相一致。 二是协调性原则。实施条例根据劳动合同法

的规定，妥善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社会就业的关系、企业发展

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关系、保护职工利益长远目标与现阶

段目标的关系，准确体现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宗旨，维护劳动

者的根本利益，努力实现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权利、义务

关系的协调。 三是可操作性原则。实施条例重点针对劳动合

同法中比较原则的规定和一些社会上存在误解的条款，作出

具体的规定和必要的衔接，增强劳动合同法的可操作性。 问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铁饭碗”、“终身制”吗？ 答：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不是“铁饭碗”、“终身制”。劳动合

同法公布施行后，一些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认为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是“铁饭碗”、“终身制”。为了消除误解，实施条

例将分散在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条中劳动

者可以依法解除包括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在内的各种劳动合



同的13种情形作了归纳，规定劳动者在用人单位未按照劳动

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

报酬、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以欺诈胁迫等手段

违背劳动者真实意思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以暴力威胁或

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以及违章指挥强令冒险

作业危及劳动者人身安全等情形下可以依法解除劳动合同。

同样，实施条例将分散在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三十九、四

十、四十一条中用人单位可以依法解除包括无固定期限劳动

合同在内的各种劳动合同的14种情形作了归纳，规定用人单

位在劳动者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严重违反用人

单位规章制度、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

、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后仍不能胜任工作以及企业转

产等情形下可以依法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这样规定，有

利于澄清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铁饭碗”、“终身制”的

误解。 问：对劳务派遣问题，实施条例作了哪些具体规定？ 

答：针对一些用人单位滥用劳务派遣用工形式，侵害劳动者

合法权益的问题，实施条例对劳务派遣作了三个方面的具体

规定： 第一，为了避免用工单位规避劳动合同法律义务，侵

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实施条例规定，用工单位应当履行劳

动合同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的义务。这些义务包括支付加班费

、绩效奖金，提供与工作岗位相关的福利待遇，连续用工的

要实行正常的工资调整机制等。如果用工单位不履行这些义

务，依照实施条例的规定用工单位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第二，为了避免劳务派遣单位以非全日制用工形式招用

劳动者，侵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实施条例规定：劳务派遣

单位不得以非全日制用工形式招用被派遣劳动者。 第三，为



了维护劳务派遣工的合法权益，避免用人单位滥用劳务派遣

用工形式，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七项“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的规定，实施条例规定：劳务派遣单

位或者被派遣劳动者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劳务派

遣单位也应当向该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劳动合同法对劳务

派遣问题已作出明确规定，实施条例又作了具体规定，维护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关键是用工单位和劳务派遣单位必须严

格依法办事。 问：如何处理经济补偿与赔偿金的关系？ 答：

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依法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应当向

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同时规定用人单位违法解除或者终止

劳动合同，应当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对经济补偿与赔偿金

是否同时适用，社会上有不同的理解：一种意见认为，为了

有效惩罚用人单位的违法用工行为，用人单位违法解除或者

终止劳动合同在支付了相当于经济补偿两倍的赔偿金后，还

应当再向员工支付经济补偿。另一种意见认为，已经支付赔

偿金的，不应当再支付经济补偿。 按照经济补偿与赔偿金的

不同性质，实施条例明确规定：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法的

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支付了

赔偿金的，不再支付经济补偿。 问：贯彻实施条例应当注意

哪些问题？ 答：为了保证实施条例的贯彻执行，需要切实做

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加强学习、宣传和培训工作

，使社会各方面全面准确理解劳动合同法及其实施条例。抓

学习、宣传和培训，是掌握劳动合同法及其实施条例的内容

、把握其精神实质的重要途径，要在全社会大力开展劳动合

同法学习、宣传教育活动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学习、宣传和

培训方式，做到“三个结合”，即：把学习、宣传和贯彻劳



动合同法实施条例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结合起来，与

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法律法规结合起来，与本地区、本部

门、本单位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要扩大学习、宣传和培训

的对象，既要加强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工会工作人员、企

业代表组织工作人员的宣传培训，又要加强对企业、民办非

企业单位、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和广大劳动者的宣传培

训。要注重学习、宣传效果，通过学习、宣传，使全社会真

正理解和认识劳动合同法及其实施条例的精神实质，不断增

强劳动合同的法律意识，切实保障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合法

权益。 二是要坚持依法行政，确保劳动合同法及其实施条例

的贯彻实施。政府依法行政是建设法治政府、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正确贯彻实施劳动合同法及其实

施条例的保障。在劳动合同法及其实施条例贯彻实施过程中

，各级政府要严格依法行政。要按照权责统一的要求，既要

严格依法行使法律授予的管理权，又要依法承担不作为、乱

作为的法律责任；要按照程序正当的要求，严格遵循法定程

序，依法保障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申诉权

；要按照高效便民的要求，积极履行法定职责，提高办事效

率，提供优质便捷的服务；要严格执法，切实加大对劳动合

同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执法力度，劳动保障监察机构要切实负

起责任，依法惩处各种违法行为，切实维护广大劳动者的合

法权益；要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司法监督、

工会监督和社会监督，强化行政机关内部监督，发挥行政复

议的层级监督作用。 三是要加强备案审查工作，维护法制的

统一和尊严。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备案制度，是维护法



制统一、保持政令畅通的重要措施。在劳动合同法及其实施

条例的实施过程中，国务院法制办将依照《法规规章备案条

例》，加强对劳动合同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和

国务院部门规章的备案审查力度，坚持“有件必备、有备必

审、有错必纠”。地方人民政府法制机构也要依法加强对下

级行政机关发布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监督，及时纠正违法

不当的规范性文件，切实维护法制的统一，确保劳动合同法

及其实施条例的正确实施。"#F8F8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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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