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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确定的一项战略决策，党的十七大又提出要把“统筹城乡
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村政治、文化建设和法制建设也列上了各级党委和
政府的主要工作日程，全国农村在经过二十多年的普法教育后，广大农民的法律素质和法律意识普遍
明显提高，学法、知法、用法、依法办事、使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
　　随着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深入发展，一大批和农村建设、农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新法律法规相继出
台，一些原有的法律也随着形势的发展进行了修订，对这些新法律和修订过的法律的学习和理解成为
新一轮普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为了进一步提高广大农村读者的法律意识，满足广大农民学习和理解新法律的强烈需求，同时为全面
落实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
”的总体要求，加强农村法制建设，把农村法制建设与农村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与农村文化事业
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与农村社会稳定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我们组织力量编辑了一套大型普法丛书——
《新农村建设实用法律指南丛书》，力求做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相信这套丛书的出版不仅对于提西安乃至全国广大农村读者的法律素质，使他们能依法保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有现实的帮助和指导意义，而且对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保障人民基本
生活，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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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劳动报酬、劳动条件等标准约定不明确时怎么办？
13.试用期期限如何确定？
劳资双方可以约定多次试用期吗？
14.试用期最低工资标准如何确定？
试用工的工资必然少于正式工吗？
15.劳动合同期限有哪几种？
如何确定劳动合同期限？
16.什么情形下可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能否解除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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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什么是事实劳动关系？
事实劳动关系有什么危害？
　　事实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没有订立书面合同，但双方实际履行了劳动权利义务而形成
的劳动关系。
其特征是：劳动者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接受用人单位合同。
”这表明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均继续享有原劳动合同约定的权利，并应履行原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
但不能以原合同期限推定为新的劳动关系的期限。
此时的劳动合同的履行期限在法律上处于不明确状态，法理上将其定性为不定期合同。
如果鉴于有关规定结束此种情形时，劳动者是否有权要求经济补偿金，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规定，如果
由用人单位提出解除事实劳动关系的，应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
　　事实劳动关系不影响劳动关系的成立。
与劳动关系相比，只是欠缺了书面合同这一形式要件，用人单位故意拖延不订立劳动合同但形成事实
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享有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一切权利，并应履行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所规定的
一切义务。
法律上赋予“事实劳动关系”合法地位，更多的是为了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进而维护整个社会的
稳定。
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在劳动权益受到用人单位侵害时，同签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一样，可以通
过劳动保障监察、劳动争议仲裁、向人民法院起诉等途径，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的管理，遵守用人单位的劳动纪律，获得用人单位支付的劳动报酬，受到用人单位的劳动保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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