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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劳动合同法颁布前后，笔者因忙于在全国各地讲授劳动合同法课程。
总觉得写书是件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曾拒绝过不少知名出版社，包括法律出版社、中国法制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等关于以劳动合同法为题材的约稿。
中国法制出版社编辑约笔者写作本书时，正值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颁布实施，国际金融危机爆发。
劳动合同法条文有九十八条之多，且不少条文备受争议；而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只有短短三十八条，
对劳动合同法不少争议性条文仍未作出明确解释。
如此一来，对劳动合同法及其实施条例的理解和适用问题，仍存不少争议。
笔者看过不少关于劳动合同法及其实施条例解读的文章，也读过不少关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如何应对
劳动合同法及其实施条例的大作，总觉得对某些文章的观点不敢苟同。
另外，不少用人单位借口金融危机，随意裁员、调岗、减薪、停工放假；不少劳动者以为劳动法只保
护劳动者，拒绝签订劳动合同，拒绝用人单位合理的工作安排和薪资调整。
劳资矛盾激化，劳动争议纠纷不断发生，劳动关系的不稳定性增加。
笔者自认对劳动法小有研究，有必要，也有义务，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写点什么，以引导企业规范用
工、依法应对，劳动者遵规守纪、依法维权。
基于以上考虑，加之身边朋友、同事的劝说，我欣然接下了这桩苦差事。
本书的章节及大纲结构以劳动合同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为主线进行设计，内容几乎涵盖了劳动法
、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所有重点、难点和热点
问题，包括劳动合同法的适用范围、企业规章制度的制定、员工招聘、劳动合同的订立、劳动合同的
履行和变更、劳动合同的解除和终止、集体合同、劳务派遣、非全日制用工、劳动争议处理等方方面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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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别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的不同立场出发，全面为您解析新劳动合同法及实施条例的核心内
容，明确劳资双方在劳动法新规之下的权利义务关系，让您知己知彼，能够轻松应对劳动关系中遇到
的难题!不管您是普通劳动者还是企业管理人员，本书都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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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节　劳动合同法的适用范围——哪些用工关系受劳动合同法调整？
 　 一、劳动合同法调整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范围包括哪些？
  　二、民办非企业单位是否属于劳动合同法调整的单位范围？
  　三、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组织和基金会是否属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用人单位？
  　四、用人单位与退休人员的用工关系是雇佣关系而非劳动关系——退休人员只能算个“准劳动者
”  　五、非法用工，法理不容  　六、个人承包违法用工，发包组织岂能免责？
  　七、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并无户籍、国别之分  　八、外企常驻代表机构不是劳动法意义上的用
人单位　第二节　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规章制度不能由单位一方说了算，须劳资双方“共决”  
　一、规章制度的生效要件——合法、民主、公示，缺一不可  　二、规章制度违法，劳动者有合同
解除权和赔偿请求权  　三、规章制度与劳动合同、集体合同发生冲突的，适用有利于劳动者的条款
　第三节　  工会和职代会在劳动合同法实施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两者性质、地位不同，相互不
可替代  　一、职工代表大会是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  　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
职责第二章　劳动合同的订立　第一节　人员招聘——劳动关系建立的“前置程序”　　一、招聘员
工不得实施就业歧视　　二、诚信聘人　　三、招聘过程中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知情权　　四、禁止
恶意挖人——查验和出具离职证明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　  五、依法招聘一不得扣押劳动者证件和
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　第二节　劳动关系的建立及书面劳动合同的订立  　一、有劳动合同未必有劳
动关系，无劳动合同未必无劳动关系  　二、建立职工名册，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  　三、订立劳动
合同的宽限期  　四、特殊人员如何订立劳动合同及相关协议  　五、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如何确
认劳动关系？
  　六、重罚治“顽疾”——超过一个月不签合同支付二倍工资，满一年不签合同视为已订立无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  　七、拒绝签合同，炒你没商量  　八、用人单位的分支机构可以直接与劳动者签订劳
动合同　第三节　劳动合同的种类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一、劳动合同的种类  　二、无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不是“铁饭碗”，胜似“铁饭碗”　第四节　劳动合同的生效及劳动合同文本持有  　
一、劳动合同的成立和生效  　二、劳动合同文本持有及违法责任　第五节　  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和
约定条款  　一、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  　二、劳动合同的约定条款　第六节　  劳动标准约定不明的处
理——事前没约定，事后怎补救 　 一、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时，劳动报酬约定不明的处理  　二、已
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等标准约定不明的处理  　三、劳动合同履行地与用人单
位注册地不一致时，有关劳动标准的处理⋯⋯第三章　劳动合同的履行和变更第四章　劳动合同的解
除和终止第五章　特别规定　第六章　劳动争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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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就用人单位的范围而言，除直称用人单位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视为用人单位的国家机关、事业单
位、社会团体继续受《劳动合同法》调整外，增加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作为用人单位，同时将非
法用工单位和个人承包用工也纳入调整范围。
就劳动者而言，将事业单位中实行聘用制的工作人员、劳务派遣关系中的被派遣劳动者、非全日制用
工的劳动者、非法用工单位招用的劳动者和个人承包经营招用的劳动者均作为劳动者纳入《劳动合同
法》调整。
《劳动合同法》适用范围扩大，使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的劳动者、事业单位实行聘用制的工作人员
、劳务派遣劳动者、非全日制用工劳动者、非法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和个人承包经营招用的劳动者的劳
动权益维护有了法律保障，这是《劳动合同法》最大的亮点之一。
1．用人单位的范围（1）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直称用人单位”的单位
主体。
《劳动合同法》第2条第l款采取列举加概括的方式明确了直接适用《劳动合同法》的单位主体的范围
：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
除列举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三类组织外，其他组织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也适
用《劳动合同法》。
这三类组织以外的组织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基金会等组织（《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第3条）。
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三资企业、私营企业等，是《劳动合同
法》的主要调整对象。
个体经济组织是指依法核准登记并取得营业执照的个体工商户，一般指雇工在七人以下的个体工商户
。
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
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2条）。
如民办学校、民办医院等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
民办非企业单位是《劳动法》施行后新出现的用工主体，对这类用工主体与其劳动者之间的权利义务
关系缺乏相关法律规定，发生争议时无法可依，不利于维护这类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劳动合同法》将民办非企业单位纳入直接适用范围，有效地保护了这些单位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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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劳动合同甲方乙方:用人单位权益维护VS劳动者职场维权》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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