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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一 签订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
概念与特征 适用范围 权利与义务

一、劳动合同法概述



1、劳动合同概念与特征

（1）概念　
　　　劳动合同，是指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依法确
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的书面协议。

（2）特征
v 主体特定性。
v 内容法定性。
v 地位变化性。



2、适用范围

　　

v　　中国境内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
企业单位及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
及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



v 1、公务员；

v 2、农村劳动者；

v 3、现役军人；

v 4、家庭保姆；

v 5、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
的外国人等。

不适用的对象



熊德明



3、权利和义务

v （1）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

v （2）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

v （3）休息休假的权利

v （4）获得劳动安全生保护的权利

v （5）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

v （6）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

v （7）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

v （8）其他

劳动者权利



案例

v       广东一玩具厂，强迫数十名民工在有毒气
体的环境中工作，每天劳动达14个小时，且
不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工人只要要求支付
加班工资，便被施以拳脚。

v问：侵犯劳动者哪些权利？



v （1）信息披露义务（告知义务）
v 　《劳动合同法》第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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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2）扣押禁止
v      《劳动合同法》第九条： 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

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
收取财物。 

3、当事人义务



v （3）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合同形式)
v 　　建立劳动合同，应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劳动关系确立以

用工之日为准。

v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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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v 2、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1个月不满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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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倍的工资。

v 3、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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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个月 1年

①劳动合
同

②双倍工
资

①劳动合同
②双倍工资

③无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未与劳动签订劳动合同的法律后果

①劳动合同



二、劳动合同的类型

v （一）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v （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v （三）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



v （二）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法律情形：
v 《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 ：
v （一）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

v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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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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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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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必备条款 违约金条款试用期条款

三、劳动合同的内容



v 《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 劳动合同应当具备以下条款：
v （一）用人单位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v （二）劳动者的姓名、住址和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号码；
v （三）劳动合同期限；
v （四）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
v （五）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
v （六）劳动报酬；
v （七）社会保险；
v （八）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
v （九）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纳入劳动合同的其他事项。
v 劳动合同除前款规定的必备条款外，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约定试用期、

培训、保守秘密、补充保险和福利待遇等其他事项。

（一）法定必备条款



v 《劳动合同法》第十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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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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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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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试用期条款



︱ ︱ ︱

3个月 1年 3年

无试
用期

≤1个月
≤2个月 ≤6个月

1、试用期限的规定

2、试用期工资的规定

　　《劳动合同法》规定：第二十条 劳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
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者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百分之八十，并不得
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v 3、试用期合同的解除的规定
v 　　《劳动合同法》规定：第二十一条 在试用期中，除劳动者有本法第

三十九条 和第四十条 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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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第三十九条 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v （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v （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

v （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

v （四）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
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

v （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 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

v （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v 第四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
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v （一）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
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v （二）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链接：



（三）违约金条款

1、违反服务期的规定

v 　　《劳动合同法》规定：第二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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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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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约
金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费用。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支付的违
约金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

v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服务期的，不影响按照正常的工资调整机制提高
劳动者在服务期期间的劳动报酬。



v 　　第二十三条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用人单位
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

v 　　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
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并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在
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
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v 　　第二十四条 竞业限制的人员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
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竞业限制的范围、地域、期限由用
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的约定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

v 　　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前款规定的人员到与本单位生产或者
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或者自己
开业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竞业限制期限，不得超过
二年。

2、违反竞业限制的规定



2005年7月20日

1998年7月 

2009年9月



v 第二十六条 下列劳动合同无效或者部分无效：
v （一）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

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
v （二）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
v （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
v 对劳动合同的无效或者部分无效有争议的，由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或者人

民法院确认。

四、劳动合同的效力

劳动合同无效的法律情形

无效合同的确认：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或人民法院



“假博士”－刘志刚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