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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11月，我主编出版了《谁动了他们的权利——中国农民工权益保护研究报告》，这本书可
以算是续集，主要关注的是《劳动合同法》以及《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以下简称“两法”）这两
部重要的劳动法律颁布施行后的情况。
　　总地来看，“两法”颁布施行后带来了很多积极变化，我们归纳了十点，如：劳动合同签订率有
一定提高；案件类型呈多样化，原来主要是欠薪和工伤案件，“两法”实施后，解除劳动关系争议、
社会保险争议和加班费争议案件明显增加，劳动者能够主张更多的权利；整个社会对《劳动合同法》
的知晓程度有明显提高；在被派遣劳动者权利受到侵害时，劳务派遣单位与用人单位要承担连带责任
等。
毫无疑问，这些变化体现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但要看到，“两法”颁布施行后，公开或隐性侵害劳动者权利的现象依然普遍：很多用人单位规
避法律，逃避责任；劳务派遣用工形式增多，本来不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的“临时性、辅助性、
替代性”标准的岗位，也使用劳务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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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8年，《劳动合同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两部对劳动者权益保护以及劳资关系有重要影响
的法律颁布实施，那么，两法的实施效果如何？
对农民工维权有哪些影响？
从这个问题出发，作者依托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以及全国的农民工维权网络，收集整
理了从2008-2009年的农民工维权案例以及调查问卷，从不同的角度来定性和定量的分析两法实施的效
果。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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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七）强化稳定劳动关系，提高终止和解除劳动合同的成本　　《劳动合同法》着力稳定劳动关
系的倾向性态度不仅体现在推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签订，同时也体现在对解除劳动合同的限制。
这种限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提高解雇的成本；二是限制解雇的条件。
　　1.劳动合同到期终止，用人单位仍需依法支付经济补偿金　　在《劳动法》及相关规定中，劳动
合同到期终止的，用人单位可以不必支付劳动者经济补偿金（除非是国有企业职工和与国家机关、事
业组织、社会团体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职工以及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的农民合同制工人，在劳动合同
终止以后，仍应支付经济补偿金①）。
《劳动合同法》则规定：“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
续订的情形外，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终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经济
补偿金。
也就是说，除非劳动者本人不愿意续订劳动合同，否则即使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到期终止的，单位也应
当支付经济补偿金。
本条规定在《劳动合同法》征求意见时曾引起了很大争论，反对意见认为，该规定必然会给用人单位
增加过重的负担，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但从目前劳动关系长期化、劳动合同短期化的不正常现象来看，该规定必然会对不正常劳动关系有所
矫正。
在本次统计的援助案件中，劳动合同到期终止要求经济补偿金的有20名农民工，除2人的劳动合同是
在2007年终止外，其他18人均得到了劳动合同终止的经济补偿金。
　　如姜万华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案中，用人单位与姜万华之间的劳动合同于2008年2月28日到期
，用人单位只支付了工资，姜万华于是申请仲裁要求单位支付劳动合同终止的经济补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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