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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简称劳动合同法）从起草、颁布到实
施，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利益博弈、观点争鸣、法理思辨贯穿始终。
劳动合同法施行以来，劳动争议数量大幅度上升，部分地区劳动争议呈现“井喷”态势。
一些企业为了减少和规避劳动合同法带来的影响，采取了诸如“买断工龄”“重签合同”“强行将员
工派遣到新用人单位”，甚至另行注册公司等办法，试图将劳动者以往的工龄归零，以规避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
一些劳动者为方便“跳槽”而拒签劳动合同，甚至采用“过度维权”“非理性维权”的维权方式。
企业、劳动者和社会有关方面对劳动合同法的一些规定存在模糊认识和理解上的分歧，使其在实施中
遇到了一些矛盾和问题。
2008年9月18日国务院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简称实施条例），对劳动
合同法进行了梳理和补充，并对劳动合同法表述上存在的一些容易产生不解和歧义的条款作了具体解
释和完善，实施条例的规定更趋理性、务实，法条表述更为直接，大大提高了劳动合同法的可操作性
。
 　　劳动合同法及其实施条例的颁布和实施，将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产生深远的影响和挑战，预示着
用工成本科学预算和人力资源管理法制化时代的到来。
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用工机制、人力资源的“选、育、用、留、裁”都进行了规范和调整，在企业用工
机制方面，劳动合同法及其实施条例确立了劳务派遣和非全日制用工方式，在满足企业灵活用工需求
的同时，也对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在劳务派遣中的责任分担进行了规制。
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劳动合同法及其实施条例严格禁止事实用工，强化了书面合同规定，明确
了拒签书面合同的法律后果，规定事实劳动关系超过一年即视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重申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不是“铁饭碗”“终身制”；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到期终止，也要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连续订立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要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强调“培训费用”须有支付凭证；明确经济补偿与赔偿金不可兼得；规定劳务派遣单位不得以非全日
制用工形式招用被派遣劳动者，等等，这些规定贯穿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活动的整个过程，企业人力
资源管理活动如何适应劳动关系法律的新调整？
如何顺应劳动关系立法变化趋势，对企业人力资源制度进行修订和完善，是每一个人力资源管理者面
临的新挑战。
本书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角度出发，对劳动合同法及其实施条例的关键条款及其适用进行了解读和分
析，对企业执行劳动合同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对企业如何调整、修改人力资源管理
制度给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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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角度出发，对劳动合同法及其实施条例的关键条款及其适用进行了解读和分
析，对企业执行劳动合同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对企业如何调整、修改人力资源管理
制度给出了建议。
 　　在劳动合同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背景下，企业如何趋利避害，依法管理，变挑战为机遇，规范从招
聘到培训、用人、留人和裁人等人力资源的各个环节和流程，利用劳动合同法的契机进一步做好人力
资源管理工作，提升管理水平，避免劳资冲突？
本书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角度出发，对劳动合同法及其实施条例的关键条款及其适用进行了解读和分
析，对企业执行劳动合同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对企业如何调整、修改人力资源管理
制度给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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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是一起关于劳务派遣过程中，连续用工工资调整问题的争议。
　　劳动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用工单位连续用工的，应当实行正常的工资调整机制
。
实施条例第二十九条中对用工单位所需履行的相关义务进行了再次强调：“用工单位应当履行劳动合
同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的义务，维护被派遣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用工单位在使用被派遣劳动者时，必须切实履行法定义务，维护被派遣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有些采用劳务派遣方式用工的单位，将劳务派遣工和与本单位直接签订劳动合同的正式员工区别
对待，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两者实行不同的工资调整机制。
正式员工实行正常的工资调整机制，工资往往随着该员工在本单位连续工作的年限（即工龄）的增长
而增加；而连续使用的劳务派遣工则通常在工资待遇上没有任何体现。
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工单位的正式员工和连续使用的劳务派遣工应当采用相同的工资增、减办
法（由于工资的刚性，通常是逐渐增加的）。
所以本案中的马某等人，可以依法享受第二年工资每月增加20元的待遇。
　　该规定对于用工单位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意义在于：连续使用劳务派遣工，就需要考虑按照正常
的工资调整机制为他们调整工资待遇，这可能会增加用工单位的直接用工成本；但是，另一方面，连
续使用的劳务派遣工对于用工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以及工作流程、岗位情况相对比较熟悉，用工单位
对他们的工作表现也比较了解和认可，可以节约录用新人的培训费用和管理成本，保证工作效率的稳
定性。
所以，综合考虑，连续使用劳务派遣工对于用工单位来说不一定是件坏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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