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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伴随着《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以下简称两法)的实施，对于两法的质疑、批评虽
然渐渐平息了，但是耳边依然还有各种争论。
这些争论无非是两法是否超前；两法是否僵化了用人单位的用人机制；两法是否大幅提高了用人成本
，而损害中国企业的产品竞争力；等等。
    我们需要争论。
只有不同的观点得到了充分的表达，才能保证立法机构获得最全面的信息，决策才有可能正确。
在劳动合同法立法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征集的19万条意见反映了各方对于劳动合同法的不同诉求
。
可以说，劳动合同法的立法过程是中国民主立法的典范。
一些人参与了这个过程，提出了意见，有的在法律中得到体现，有的则没有被采纳。
这本是一一个法律制定的正常业态，但还是有人批评这部法律是一小撮人闭门造车的结果。
还有一些人根本不关注这个过程，在法律通过后开始发言，结论都是骇世的，诸如，《劳动合同法》
将把中国改革成果毁之一旦。
很庆幸，他们的结论没有应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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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劳动关系的认定  1.待岗期间的劳动者能否与新的用人单位建立事实劳动关系？
    2.为达到不合法的目的而签订的劳动合同是否有效？
    3.非全日制用工如何认定？
  4.因劳动关系存续时间产生争议如何分配举证责任？
    5.劳动关系确认以及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争议  6.刘某与公司之间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
    7.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关系如何认定及此类合同涉及的加班费如何处理？
    8.签订《合作协议》，按月发放工资，是合作关系还是劳动关系？
    9.被境外企业委派到境内关联企业工作的外籍员工与境内关联企业的关系如何认定？
   10.合同约定能否掩盖劳动关系？
  11.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人员与用人单位之间的争议是否属于劳动争议？
  12.通过签订《劳务协议》的方式排除劳动法律、法规的适用是否有效？
  13.车辆加盟挂靠营运中劳动者发生工伤后劳动关系如何认定？
  14.无劳动合同情况下劳动关系如何确认？
  15.由汽车出租公司给付工资的司机与租车单位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16.帮助设立企业人员在企业成立之后是否当然与该企业建立劳动关系？
  17.被借调劳动者在借调协议期满后继续在借用单位工作的劳动关系如何认定？
  18.劳动者由原用人单位协调到合资公司工作情况下，劳动关系如何认定？
  19.按业绩与小时计酬的公司产品临时宣传人员与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20.如何确认逆向劳务派遣情况下的用工主体和劳动关系存续期间？
  21.确认无劳动合同关系是否属于劳动争议受理范围？
二、劳动合同的履行  22.身兼劳动者与用工方，自己与自己签订的劳动合同是否有效？
  23.怎样看待劳动合同必备条款规定的必要性、合理性？
  24.劳动者在前后两家关联公司工作，用人单位义务是否发生承继？
  25.企业与本单位职工签订承包协议后承包人招用的人员与企业的关系如何认定？
  26.企业因经济困难降薪有何法律依据及履行程序？
  27.如何看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效力及公司高管的业外活动限制问题？
  28.用人单位的《聘用通知函》能否构成有效的劳动合同？
  29.用人单位调整劳动者的用工岗位应当经过什么程序？
      ⋯⋯三、劳动合同的解除四、劳动合同的终止与续订五、劳动报酬和经济补偿六、工伤与社会保险
七、保密与竞业限制八、其他劳动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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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A公司和方某在2006年9月份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没有涉外业务，也没有聘用外国人从事涉外业务的
意图和客观事实基础，没有用每月税后5000美元聘请甲劳动之需求。
而甲没有A公司行业的专业知识和A公司行业的从业经验，其通过宋某找到A公司和方某也只是为了通
过办理外国人就业证而获得更长时间的居留许可。
（2）A公司与甲之间不存在客观的劳动关系。
甲没有在A公司实际提供劳动，不隶属于A公司，也不受A公司管理，亦不受A公司支配，故也不存在
持续的劳动关系。
（二）劳动合同属于无效劳动合同，甲不能依据无效劳动合同进行劳动争议诉讼要求支持其诉讼请求
劳动合同作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关于建立、履行、解除、终止劳动权利义务之书面约定，适用《劳动
法》、《劳动合同法》，而不适用《合同法》。
劳动合同不能完全以意思自治为原则，在法律没有强制性规定的范畴内可以进行意思自治，协商一致
约定。
但是意思自治不能超越劳动法相关法律、行政法规所规定的底限。
比如违约金、竞业限制、社会保险、带薪年休假、休息休假、最低工资等都是劳动法律、法规强制性
规定之底限。
如果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约定的条款违反法律强制性之约定，一般认定为无效条款。
（1）甲与A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是为了规避中国法律，使用合法形式获得非法之目的。
劳动合同是无效的，并且自始无效。
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因以下原因属于无效的劳动合同：A公司和甲之间无缔结劳动合同的主观意愿和
客观条件。
①主观上，A公司和甲没有缔结劳动合同的意愿。
甲提供的《劳动合同》是A公司为了帮助甲取得更长时间的中国居留权而帮助甲盖章的合同，是甲利
用A公司的善意和信任欺骗A公司后获得，按照《北京市劳动合同规定》第22条的规定，《劳动合同》
是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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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型疑难劳动争议处理实务与诉讼指引》编辑推荐：劳动关系的认定劳动合同的终止与续订工伤与
社会保险劳动合同的解除劳动合同的履行劳动报酬和经济补偿保密与竞业限制其他劳动争议疑难问题
权威解答典型案例诉讼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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