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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劳动关系的运行日趋市场化、多样化、复杂化。
适应劳动关系的发展变化，劳动法制建设得到了加强，劳动法律的基本框架体系已经形成。
特别是《劳动合同法》、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以及《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法律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的颁布和实施，为
平衡劳动关系双方权利、建立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发挥了重大的、积极的作用。

本书立足于对最新的立法、司法解释的详细剖析，注重联系司法实务中备受关注的相关问题展开论述
，如针对《劳动合同法》适用范围、劳动合同的解除和终止及相关法律责任等进行详解，并设专题对
理论和实务中的前沿问题进行了讨论，针对较具争议的法条更是配合经典案例进行深入分析。
本书在保证内容具有一定理论深度的同时，加强了内容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希望对读者理解和适用
法条能够大有裨益。

 ——魏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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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魏青松，男，1969年出生，江苏省江都市人，一级律师。
199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业，获法学学士学位；199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法学院国际经济
法专业，获法学硕士学位。

具有十多年律师执业经验。
其中，2004年、2005年，在美国Baker&amp;McKenzie国际律师事务所香港办事处执业，为香港律师
会(Law
Society of Hong Kong)注册境外律师。

 曾在《国际贸易问题》、 《江海学刊》、《政治与法律》、
《上海经济》、 ?国有资产管理》、 《中国法学》、
《现代法学》、《董事会》以及香港《现代金融》、Asialaw等刊物发表三十篇论文，其中数篇被中国
人民大学法学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现为汇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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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3）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单位雇佣劳动者的。
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单位主要是无营业执照的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倾向
于被认定为雇佣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在2001年第1期《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公布了一个典型的案例，即“陈维礼诉赖国
发雇佣合同纠纷案”。
①5.特殊劳动关系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曾于2003年4月25日发布了名为《关于特殊劳动关系有关问
题的通知》，创造了“特殊劳动关系”这一概念。
按照该通知，所谓特殊劳动关系是“现行劳动法律调整的标准劳动关系和民事法律调整的民事劳务关
系以外的一种用工关系，其劳动者一方在用人单位从事有偿劳动、接受管理，但与另一用人单位存有
劳动合同关系或不符合劳动法律规定的主体条件”。
特殊劳动关系之特殊之处就在于劳动者一方具有特殊情况，“用人单位使用下列人员之一的形成特殊
劳动关系：1.协议保留社会保险关系人员；2.企业内部退养人员；3.停薪留职人员；4.专业劳务公司输
出人员；5.退休人员；6.未经批准使用的外来从业人员；7.符合前条规定的其他人员”。
在实践中，也曾有人对这种特殊关系持有异议，在上海市一退休返聘教师校园内被撞伤，工伤认定获
得支持的一案中，②2007年4月上海市政府审查认定认为《特殊劳动关系通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工伤保险条例》以及原劳动部《关于确定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的基本精神，没有创设新的法律
关系，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
我们注意到除了上海存在这一特殊规定外，其他各省市没有类似的规定。
实际上，此类特殊劳动关系的认定已经落后于社会现实。
上述特殊劳动关系完全可以通过划分为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加以解决。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8条规定：企业停
薪留职人员、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内退人员、下岗待岗人员以及企业经营性停产放长假人员与新的
用人单位之间构成劳动关系。
而且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专业劳务公司输出人员和劳务输出公司之间构成劳动关系。
二、适用的主体范围《劳动合同法》主要调整劳动关系中存在的两大主体“用人单位”和“劳动者”
之间的关系。
（一）用人单位合法的用人单位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1）享有法律赋予的用人资格。
（2）具备建立、履行、变更和解除劳动关系的能力。
前述两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
根据我国的《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主要包括以下几类：1.企业。
是指从事产品生产、流通或服务性获得等实行独立经济核算的经济单位。
例如，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
2.个体经济组织。
一般是指雇工在7人以下的进行了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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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劳动合同法实务新解》是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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