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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在实践中，人们对《劳动合同法》有诸多理解偏差。因此，需要明确：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不能等同传统意义上的铁饭碗；劳动法律关系中主、客体双方的价值取向是

一致的而不是相反；宣传导向并不排斥法律关系客体的广泛性。  

  [关键词]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法律价值取向；客体  

 

  2007 年 6月 29 日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2008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该法的颁

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确立劳动关系的一部非常重要的法律，为培育和发展

劳动力市场，建立统一、开放、公平和规范的劳动力市场运行机制提供了重要保障。因此，

能否正确认识《劳动合同法》，将会直接影响到法律实施的效果。  

  一、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不等于“铁饭碗”  

  很多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法》生效之际突击裁员，究其实质，用人单位害怕因新法生

效而造就的无固定期限合同所带来的负担。实际上，这些用人单位误解了《劳动合同法》关

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本意。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无确定终止

时间的劳动合同。而不是无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符合三种情形

之一的，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这三种情

形为：劳动者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用人单位初次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或者国有企业

改制重新订立劳动合同时，劳动者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十年

的；连续订立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劳动者没有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等、续订劳动

合同的。同时，《劳动合同法》也明确规定了可以解除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三种情形：一

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协商一致的；二是劳动者违反法规的或者因病、因伤等不能胜任工作的；

三是经济性裁员。这些解除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形与解除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形是一

样的。因此，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不是重新回归“铁饭碗”时代。而且，这种合同对于劳动

者来说有利于增强就业稳定感，并进而促进企业劳动关系和谐；对于用人单位来说可以降低

成本。因此，长远来看，这种劳动合同对于员工和企业都是有利的。  

  二、《劳动合同法》主、客体的法律价值取向是一致的  

  与旧的《劳动法》相比，新《劳动合同法》增加了若干有利于劳动者的条款，如工作地

点与职业病危害的防护规定、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规定、合同期限及违约经济补偿等规定。

因此，有人认为新劳动合同法“增加了企业成本”，“不利于企业发展”等。其实，无论从

道义还是效益规律的层面分析，这些认识都是不全面的。 稳定的经济政治形态，既有利于

发挥员工积极性，保障安心生产，也有利于企业实现经营目标。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是企

业管理的一条基本原则，中国境内的任何企业都不能无视劳动者的人权和福利。  

  社会正逐步迈向规范化，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在构建，法制体系渐趋完善。知识与思

想观念的更新是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劳动者的观念也必须与时惧进，不能求稳惧

变。对工作的评价依据不能沿袭旧观念：有单位就有了地位保障，进到了社会普遍认为的“好

单位”就满足了虚荣心，不去考虑所在单位能否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有效实现自身价值。

劳动者应当利用自己的知识与技能出色的完成用人单位的生产、管理、服务等工作目标，改

变传统的对工作单位的被动依附关系。这就要求劳动者要更加注重文化知识与劳动技能的学

习，陶冶道德修养，不断完善自己，练就有自身特色的劳动技能。达到既能胜任工作，又有

创新能力；既能够实现自身劳动价值，得到更多的工作回馈，实现理想生活的愿景，又有利



于实现社会的动态平衡，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这个角度讲，《劳动合同法》以及与之

配套实施的法律法规也是促进劳动者角色转换的重要保障。  

《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了劳动者与用工单位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尽管各自的价值取向不一

样，但两者是依赖共存关系，在民族文明发展总目标上相融合的。因此，社会主义的劳动关

系，应当互惠互利，互相尊重。制定法律就是为了预防病毒入侵和谐劳动关系的健康肌体，

实践法律就是为了剔除影响劳动关系和谐发展的不利因素。劳动者始终要对这层关系有清醒

的认识。  

  三、宣传导向并不排斥法律关系客体的广泛性  

  为保障《劳动合同法》有效实施，舆论媒体和国家职能部门对法律内容、意义等做了广

泛深入地宣传教育工作。但是，舆论宣传导向更多指向“农民工”和企业公司用人，明显忽视

了事业单位用人。当然，全方位关注农民工和企业公司用人的权益无可厚非，但是还要意识

到，不断改革的事业单位的用人制度，也应当适用《劳动合同法》。只有使公民对新颁布的

法律有全面的认识，才能减少误区，实现法治理想。  

  《劳动合同法》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订

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本法执行。当然，这里有适用的例外规定，

在其他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范性文件有优先使用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

则依照《劳动合同法》规定执行。按照法的效力层次的一般规则，低层级的法律不得与高层

级法律相抵触。优先使用的规范在法律精神上与一般法是一致的。因此，特别规范的优先适

用并不影响《劳动合同法》的效力。2003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

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了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

同所发生的争议适用《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进一步体现了劳动人事相统一的法律精神。

随着改革的深入，事业单位聘用制度传统特征逐渐消解，  《劳动合同法》作为调整劳动

关系的基本依据，将无可争议。  

  2002年 7月 6日，国务院批准国家人事部《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的意见》

（国办法[2002]35号），明确了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思路、目标和具体方案，即在事业

单位全面推行聘用合同制度和公开招聘制度，事业单位与职工通过签订聘用合同，明确聘用

单位和受聘用人员与工作有关的权利义务；并建立和完善考核制度以及规范的解聘、辞聘制

度。通过改革，逐步过渡到用人合同化，建立规范管理，能力与岗位挂钩，利益与工作绩效

相联的科学用人机制。另外，就业与再就业的衔接路径是用人制度改革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在岗时，物质与精神、地位与声望都有相应的满足，如果暂时离岗或下岗再就业，过渡期的

生活福利保障、精神压力的疏导、社会习俗的偏见等现实而严峻的问题都会集中涌现，需要

认真对待，妥善解决。依法建立科学用人机制，规范劳动关系，化解劳动争议，保障社会稳

定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必然要求。《劳动合同法》在这方面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劳

动合同法》的法律关系客体应当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入而变化，已经明确预见到应当使用本法

调整的劳动关系，就应该在宣传工作中给予应有的重视。  

  生活安定、安全、安适，是公民的愿望，社会稳定、有序发展，是人类的追求。这种愿

望与追求也正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劳动是创造物质与精神财富的原动力，劳动关系

主体以诚信为本，以法律和社会公德为准绳，共同打造健康劳务关系，这不但能够促进自身

健康发展，而且也直接推动了社会文明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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