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劳动合同法》的四大误读人力资源管理考试 PDF转换

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83/2021_2022__E5_85_B3_E

4_BA_8E_E3_80_8A_E5_c37_583823.htm 从最初的LG裁员到华

为事件等年底的解聘潮，都是大家对《劳动合同法》误读的

具体体现，即便是1月1日《劳动合同法》实施后，这种误读

仍然一直延续。张五常公然表示新法将会“培养懒人”、“

拖垮中国经济”，并一而再、再而三的撰文辩说，进一步扩

大了这种误读。而较之经济学家的外行误读，更让人不耻的

是一些专业人士对《劳动合同法》的误读，如最近外包联盟

所谓的《劳动合同法》未禁止“转派遣、再派遣”等问题。 

误读一：《劳动合同法》单方面保护劳动者 在众多企业家眼

中，劳动合同法实在是太偏爱劳动者了。在北京举行的

“2007（第六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 联想集团柳传志

对外称：《劳动合同法》太注意照顾现有企业里面员工的利

益，而这样实际上对于企业的发展是不利的。 易才集团人力

专家翟继满认为，其实，《劳动合同法》在维护用人单位合

法权益的同时，侧重于维护处于弱势一方的劳动者的合法权

益，以实现双方之间力量与利益的平衡，从而促进劳动关系

和谐稳定，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劳动合同法》

统筹兼顾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的利益，适当向劳动者作

了倾斜，但同时也根据实际需要增加了维护用人单位合法权

益的内容。比如，为了保护用人单位商业秘密，促进创新、

促进公平竞争，新规定了竞业限制制度。为了适应企业结构

调整、参与市场竞争的需要，放宽了用人单位依法解除劳动

合同的条件，新规定了在企业转产、重大技术革新、经营方



式调整，经变更劳动合同后，仍需裁减人员的；其他因劳动

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

合同无法履行的，企业可以依法裁减人员。 误读二：无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不能解除 一条“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

让很多企业手足无措，LG采取了新法实施前的裁员手段，华

为虽巧妙些让员工自动辞职重新签订劳动合同，但效果却适

得其反。张五常等人又跳出来大肆宣扬“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让人回到了铁饭碗的时代”更是加剧了人们对这一条款的

误读，也让众多的企业管理者人心惶惶。 这样误解的结果是

，一些劳动者把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视为“护身符”，千方

百计要与单位签订，而很多用人单位则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看成了“终身包袱”，想方设法逃避签订。 之前炮轰张五

常的翟继满表示，《劳动合同法》对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给

出了明确界定：“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劳

动者约定无确定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无确定终止时间就

表明劳动合同的终止是不确定的，是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

商一致或者出现法定的解除情形时就可以解除的。在新法中

规定了13种可以法定解除的情形。其实，许多单位的实践经

验表明，与符合条件的职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有利于

增加凝聚力，保持职工队伍的稳定；而大多数职工也明白，

不好好工作或者不与单位同舟共济，就是签了无固定期限合

同也白搭。 误读三：劳务转派遣、再派遣合法 劳务派遣在劳

动合同法出台以后，呼声很高，争论也很多。《劳动合同法

》用一个章节来规范劳务派遣这种用工形式，业内人士认为

，新法将使劳务派遣行业重新洗牌，一些小中介、小机构将

被迫退出，派遣机构的某些经营模式将逐渐转变，如外包联



盟模式将被自设分支机构取代等等。 但是与此同时，仍然有

很多机构为不被淘汰，刻意误读《劳动合同法》，认为新法

并未禁止劳务转派遣、再派遣，以求对自身有利。但《劳动

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用工单位应当按照劳务

派遣协议使用被派遣劳动者，不得将被派遣劳动者再派遣到

其他用人单位。”这项禁止规定反映出劳动合同立法决心消

除劳动关系复杂化的立法本意。人大法工委办公室副主任张

士诚曾明确表示，劳务转派遣、再派遣属于《劳动合同法》

明确禁止之列。 当前一些不规范的人力资源外包公司，由于

自身实力或者地方分支机构不健全，为盲目降低自身成本，

不去开设自有分支机构，而是通过跟所谓“合作伙伴”、“

外包联盟”等相互合作互为转派遣从而造成劳务派遣的层层

转派遣再派遣现象，由此带来了大量潜在的劳动纠纷。由于

劳动派遣本身所呈现出来的三方关系人的责权利没有得到明

确的法律规范，一些用人单位缺乏社会责任法律意识不强，

再加上近年来对劳动派遣这种用工方式需求巨大，使得那些

缺乏资质、技术和规模的小中介、小机构甚至有一些颇具规

模的大型派遣机构有机会、有动力去导演“劳务再派遣”这

部恶剧，严重影响了劳动派遣在我国过的正常发展。对于大

规模涉及到在不同地域设有分支机构的用工单位，如果要实

现跨地区的劳务派遣，可供选择的派遣机构就只能是自身分

支机构同样健全的派遣机构，至少派遣机构的自有分支机构

应当跟用工单位的分支机构所在地域相匹配，否则选择那些

通过所谓“合作”“联盟”来接单的地方性派遣机构就有触

犯法律之嫌。 误读四：劳动合同法增加企业用工成本 一些用

工单位反映劳动合同法将会增加企业用工成本，甚至在劳动



合同法审议时，一些国外商会在华办事机构也提出，如果这

部劳动合同法通过，增加了外资企业成本，他们将考虑撤出

中国市场，选择劳动力成本更为廉价的国家。张五常也认为

，新法将使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丧失，以致拖垮中国经济

。 中华全国总工会民主管理部部长、中国劳动法学会副会长

郭军对此解释说，用工单位都看劳动合同法中规定如果不签

定书面劳动合同就要付两倍工资；如果无劳动合同用工一年

以上就会变成无固定期限的用工；用工单位终止或解除劳动

合同还要依法给劳动者经济补偿金；如果依照劳动合同法第

四十八条，用工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

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工单位应当继续履行。

但是，不能够忽略的一点是，这些条款都是在用工单位违法

后所产生的后果。如果用工单位遵守新的劳动合同法，并不

存在增加成本的问题。 并且，劳动合同法并非一部规定劳动

基准问题的法律。这部法律中并不规定工资要增长多少，也

并不会说法律施行后，基准的劳动工作时间有什么变化。这

部法律只是规定了在劳动合同签订、履行、变更、终止、解

除几大环节中应当遵循什么规则的问题。"#F8F8F8" 100Test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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