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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确立，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形式的出现，由此而带来了在产业结构、企业

结构、就业结构、劳动力结构等方面的深刻变化，同时，也伴随着就业方式的多样性，劳动关系的变异性和模糊性，这一系列的新

情况、新问题和新矛盾，在理论界、法律界、经济界正在作大量的研究。本文着重对近几年来涌现出的一种新型用工方式——劳务

派遣，就其概念界定、内涵实质、生存发展的社会环境、法律上的合法性及其现实意义等问题进行探讨，与大家商榷。 

一、劳务派遣的内涵实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根据用工单位的需求，由合法的劳务中介服务机构，按照用工单位提出的用工条件，派遣符合条件的劳动

者到用工单位工作，这种新型的用工方式谓之劳务派遣。  

首先，由劳务中介服务机构（如在工商行政部门注册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劳务服务性公司；经审查核准的、可从事劳动保障事

务代理的社团组织等）和接收劳务派遣的用工单位，协商一致后，签订《劳务派遣合作协议（合同）》，合作协议的核心内容，是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和明确双方的责权利，劳务中介服务机构代表派遣的劳务人员，以维护其合法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权

益，同时它又要满足用工单位对劳务派遣人员的各项要求。  

然后，劳务中介服务机构按照用工单位的要求，招用劳动者，在得到用工单位的考核同意后，中介服务机构再与劳动者签订劳

动合同，并派遣到用工单位（一般从事简单操作岗位）去工作，或从事季节性、临时性、突击性的生产劳动。用工单位每月向中介

服务机构支付劳务费。劳务费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劳动者的工资报酬；二是用工单位为劳动者参加社会保险应承担单位缴纳的

部分：三是劳务派遣管理服务费。  

由此可见，劳务派遣这种新型的用工方式是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即人与事的分离；用人与用工的分离；劳动关系与工作关系

的分离。也就是说，中介服务机构与劳动者之间是劳动关系，即是法律地位平等的契约关系，劳动者是这个机构的一个成员，中介

机构对劳动者负责劳动合法权益的维护；而用工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只是工作关系，负责对劳动者的使用、教育及日常工作管理。  

二、劳务派遣的生命力所在  

近二、三年来，劳务派遣以其强大的生命力迅猛发展起来，究其原因主要是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因素。  

从客观上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用人单位的性质、所有制结构的多样性和劳动者提供劳动形式的多样性决定了劳务派遣这种

用工形式的萌发。用人单位除了公有制外，大量是其他各种类型的所有制、而且它们的经营方式也相差甚大，除按常规理解的正常

经营外，还有委托、承包、租赁等经营方式。而劳动者本身所提供的劳动形式和就业方式也具有多样性，如临时工、季节工、钟点

工、非全日制、各种灵活多样的、非正规的就业形式和方式，再加上几千万农民工进城务工，这一切必然构成劳动关系的多样性，

客观上给劳务派遣的萌发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近年来出现“有些人有劳动关系但却不参加劳动，有些人在劳动但却不存在劳动关系。”前者，是指国企下岗职工，他

们并未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但却因下岗不在单位参加劳动，这是在特定时期，对特定人员形成的劳动关系变异性。后者，是

指为数不少的用人单位（包括机关、事业企业单位、各种形式的组织等）使用劳动者，但长期不与之签订劳动合同，美其名曰：只

是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这些问题的存在，客观上为劳务派遣的萌发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从主观上看，劳务派遣这种用工方式，三方都是既得利益者，它有效地实现了“三赢”。尤其是得到了用工单位和劳动者的热

烈欢迎和赞誉。  

用工单位为什么拥护、欢迎呢？大家知道，在国有企业改革用工制度初期，它们迫切要求政府把用工自主权归还给自己，这个

愿望企业早已实现了。但20多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企业要在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最起码必须要做到两点：一是必须

集中精力外抓市场信息，内抓经营管理；二是提高产品档次，降低人工成本。然而，长期以来企业经营者和不少管理人员把许多精

力、人力、财力耗费在没完没了的、繁杂琐碎的、伤透脑筋的事务圈子里，如招聘符合要求的劳动者；又要签订、鉴证、续订、解

除、终止劳动合同；还要办理、缴纳、接续各项社会保险；遇到工伤事故发生和劳动纠纷出现，企业更要忙乎一阵。企业坦诚地表

示：我应当对劳动者的劳动权益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同时又强烈的呼吁：谁能为我提供社会服务，以解脱事务性的烦恼呢？劳

务中介服务机构适应市场的要求，思企业所思，盼企业所盼，急企业所急，为企业提供了公共社会服务，企业只需要支付很少的劳

务派遣服务费，就可将许多事务办妥。  

劳动者为什么欢迎、要求劳务派遣呢？大家都知道，自谋职业的、各种灵活的、非正规就业方式的劳动者，几千万进城务工的

农民，他们都是一些弱势群体的劳动者，经常被黑心职介所和假冒“空壳单位”所欺诈；辛辛苦苦的干活却往往拿不到工钱；养



老、失业、工伤、医疗、生育等社会保险更是不可能参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安全卫生保护等等基本劳动权益无法得到保障；

与单位发生劳动纠纷和争议往往愁眉苦脸、无从下手。他们急切的呼唤：谁来替我们说话！为我们办事，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劳

务中介服务机构承担了这项责任，游离的“一盘散砂”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弱势地位得到了切实的改变。  

由此可见，合法的、负责任的劳务中介服务机构把用工单位和劳动者有效的地连结在一起，形成了诚信、关爱、友好的合作关

系，三方互惠互利，各得其所，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可以说劳务派遣，是创新的用工方式，和谐的协调机

制，公共的社会服务。  

三、劳务派遣合法性探讨  

现在有的人，对劳务派遣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其核心问题主要是两点：其一，用人单位必须是向劳动者提供生产资料的用工

单位，用人与用工是不可分割的。使用劳动者的用工单位与劳动者只存在工作关系，而不存在劳动关系，这样，用工单位就逃脱了

承担劳动者合法权益保障的责任。其二，劳务派遣的中介服务机构虽然与劳动者签订了劳动合同，它又把劳动者派遣到另外一个单

位工作，自己不亲自使用劳动者，这事实上就变成了劳动合同主体的变更。因此，他们认为，劳动者与中介机构签订的劳动合同是

不具备劳动合同有效条件的无效合同，由此带来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得不到保障。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劳务中介机构与劳动者签订的劳动合同是无效合同还是有效合同问题。判定一份劳动合同是否有效最基本

的要件有三点：一是劳动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是否具有法人资质，能否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二是劳动合同的具体内容是否符合国家及

其有关部门法律法规的规定，并公平合理地规范了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三是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劳动合同时，是否遵守了平等自

愿、协商一致的原则．只要这三个基本要件同时具备，就不能妄判这份合同是无效的。由此可见，只要劳务中介服务机构与劳动者

签订的劳动合同符合上述三点要件，这份合同就是有效的。  

再说，劳务中介服务机构把劳动者派遣到用工单位去工作，是否就注定发生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的问题。从法律的

角度来看，双方劳动合同一旦签订后，劳动者提供的劳动力就失去自身的支配权，应依照双方合同的约定由用人单位实施安排。而

劳动者应享有的合法劳动权益，劳务中介服务机构都应无条件地负有全部的责任。如劳动者应按时足额地领到应得的劳动报酬：养

老、医疗、失业社会保险，中介机构和劳动者按国家规定比例共同负担，工伤、生育保险应有中介机构为劳动者缴纳；此外中介服

务机构还应确保劳动者在其他基本劳动权益上不受侵害。  

根据上述分析得知，把劳务派遣这一新型的用工形式判定为不合法或不太合法的结论，显然是不正确的。它在理论上是片面

的、机械的，对实际运行效果也是“祀人忧天”。  

应当说，早在七、八年前，具有劳务派遣性质的中介服务性公司在全国己逐步兴起。如家政服务性公司，现在随着市场需求的

不断扩大，己按服务项目又细化为各种专业性公司：家教、保姆、搬家、保镖、照看病人、做饭、打扫卫生等等，这些中介服务性

公司不仅为家庭、个人提供形形色色的各类服务，而且为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提供中长期各类服务，如保安公司为单位提

供保安服务；绿化公司提供绿化和管理服务；环卫公司提供整洁环境卫生服务；餐饮公司提供食堂服务；酒店公司提供培训中心和

宾馆经营服务等等．这些社会中介机构不仅给用工单位提供了优质服务，而且给用工单位减少了许多的事务烦恼。  

四、劳务派遣的实际运作  

云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学会经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同意，省民政厅按社团管理规定核准登记，学会成立了人力资源服务部，可

以向全省企事业单位开展劳务派遣、劳务输出、社会保险代理等业务。同时学会承诺对学会会员单位提供最优质、最优惠、全方位

的中介社会服务。  

从去年3月开始，首先在中国银行曲靖分行实施劳务派遣工作，从招录用、签订劳动合同开始，到给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按

期足额发放工资，都得到了用工单位和劳动者的普遍赞誉，一年多来工作运行正常。由于劳动者工作有着一定的压力，工作中的各

项表现都较为出色，得到了用工单位的好评。学会先后又在4个单位陆续开展劳务派遣工作，派遣的劳动者已超过700人。  

接受劳务派遣的用工单位，依照双方签订的《劳务派遣合作协议》，严格遵守《劳动法》的各项规定，确保劳动权益落实到

位，并且在对劳动者进行岗位教育和管理的同时，还加强了岗位技能培训和工作实绩考核。用工单位表示，凡是工作表现好的，他

们将吸纳为本单位的职工，与之签订劳动合同，这样为企业员工的能进能出寻找到了一条更为实现的渠道。  

学会在劳务派遣工作中遵循“三个第一”的方针：即为用工单位和劳动者办事，服务第一。做到诚信热情；严格按法律法规办

事，责任第一。做到尽职尽责；坚持团结协调办事，和谐第一。做到友谊关爱。  

当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劳务派遣这一新型的用工方式毕竟处于萌发成长期，在许多方面还很不完善规范，因此在实践中应

不断加以总结，使之更加健康茁壮地成长，为在社会公共服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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