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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帮助企业HR和法务人员及时了解最新的劳动法规政策和动态、全面深入掌握《劳动合同法》的精
要，提高人力资源管理和劳动合同管理水平，作者结合多年处理劳动法律问题的实践经验，紧扣《劳
动合同法》的新规定，为企业HR和法务人员深度解读《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应
对措施，从而使企业HR和法务人员轻松应对《劳动合同法》的新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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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先广，培训师、律师，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中国法律巅峰网（www.lawtop.com.cn）法务总监，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劳动关系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讲师，上海市法学会会员，上海市法治研究会会员
，《人力资源管理》等杂志特邀撰稿人。
致力于民商事法律问题研究，专长领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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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劳动合同订立的新规定与法律风险防范　　第一节 劳动合同订立前的法律风险防范在一
般人眼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签订劳动合同后，才可能产生劳动争议。
其实，任何事情包括劳动争议，都是有前因后果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签订劳动合同后产生劳动争
议，相当一部分是由于在签订劳动合同前埋下的“祸根”所致。
因此，预防劳动争议，就要将关口前移，从防范劳动合同签订前的风险做起。
　　此外，企业首先应当树立以事先防范和过程控制为主，以事后救济为辅的法律风险防范理念。
毕竟，防范胜于治疗，事先防范与事后治疗相比，事后治疗的成本高、效果差。
事后治疗往往是诉讼或者仲裁，由于第三方介入争议裁决，为第三方裁决投入的成本，自然都超过正
常的交易成本，且结果具有不确定性，法律上是应该赢的官司也可能受地方法治环境的影响结果输了
，或者官司虽然赢了，但是无法执行。
因此，事后救济的结果往往“杀敌一万损兵三千”。
而有效的事先防范，能够避免法律风险的发生，可以保障企业正常、持续、健康的运转。
　　一、招聘录用条件设计中的法律风险防范　　一般人都认为，招聘广告只是招聘人员的一种宣传
手段而已，没有什么法律风险。
其实不然，风险就有可能在这不经意问产生，如果招聘广告撰写的不好，企业就有可能在上面“栽跟
头”。
因为《劳动合同法》第21条规定：“在试用期中，除劳动者有本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第
二项规定的情形外，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在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说明理由。
”由此可见，在试用期内，企业解除劳动合同是有条件的，即劳动者要具备《劳动合同法》第39条规
定的6种情形之一或《劳动合同法》第40条规定的前两种情形。
在这些可以辞退试用期员工的情形中，最常用的是“不符合录用条件”。
用人单位要利用“不符合录用条件”辞退处于试用期的员工，前提必须有自己的录用条件。
录用条件恰恰就是企业应该在招聘时设计的。
如果招聘时录用条件设计不好，那么试用期辞退员工将“无法可依”。
所以在招聘时，单位一定要明确自己的招聘条件，注意将此广告存档备查，并保留刊登的原件。
一旦因在试用期解雇员工而产生纠纷时，就可使单位处于主动地位，防止出现举证不能而败诉的风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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