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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课题研究的目的是，理清《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劳务派遣发展状况与存在的问题，借鉴国际经
验，提出进一步规范发展的思路和具体措施。
　　本研究主要采取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献分析、比较法、座谈会、实地访谈、小规模问卷调查等。
　　调查组通过图书、期刊、互联网收集国内外有关劳务派遣的研究资料，并对日本、欧美等与我国
，以及台湾地区与大陆有关劳务派遣的研究进行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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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劳务派遣的特征　　劳务派遣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将传统的“雇用”与“使用”一体型的直
接雇用的两方关系转化为劳务派遣机构、用工单位、被派遣劳动者之间的间接雇用的三方关系，使劳
动力的“雇用”与“使用”发生分离。
　　这种雇用与使用的分离主要指传统的单一雇主职能由劳务派遣机构、用工单位共同行使。
劳务派遣机构负责招聘、考核求职者，负责向劳动者支付工资、缴纳社会保险费等；用工单位提供具
体劳动岗位，指挥监督被派遣劳动者工作。
这种分离改变传统的两方劳动关系为三方关系，出现了劳务派遣机构、用工单位的经济交易关系以及
两者之间用人责任划分问题。
由于其中涉及经济交易关系，劳动者的地位更被弱化，由于有用人责任划分问题，劳动者权益保障问
题更加突出，因此，劳动力雇用与使用的分离增加了劳动关系的复杂性，是对劳动关系调整的巨大挑
战。
　　上述是劳务派遣的本质特点，被派遣劳动者在用工单位的工作具有临时性和就业不稳定的特点则
是其外在特征。
劳务派遣最初是用工单位满足临时性用工需求的手段。
传统劳动法规定，雇主对工人的雇用是无固定期的，为了维护工人的就业稳定，各国劳动法都设定了
解雇保护制度，规定解雇行为要有“正当理由”，并建立了“预告期”和“经济补偿”制度。
这些保护制度带来了很多雇佣关系方面的“刚性”。
进入现代产业社会后，服务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使得雇主很难应对生产任务不均衡带来的用工量的增
减。
劳务派遣恰好适应了企业的临时用工需求。
因此，劳务派遣主要是提供临时性工作机会，被派遣劳动者经常更换用工单位，这一就业形式具有就
业不稳定性。
　　还有学者主张，“低工资低用工成本，甚至歧视性的低工资低用工成本”也是劳务派遣的一大特
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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