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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我国第一部专门规范劳动合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本书简称为《劳动合同法》）
的通过并颁布实施，可以说翻开了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稳定劳资关系的历史新篇章。
可以预言，《劳动合同法》的贯彻实施，必将对劳动者的就业、工作和生活产生全面的影响，将促进
和谐、健康的劳动关系的构筑，真正实现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并最终推动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
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怎样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应当包括哪些内容、围绕着劳动合同的解除与终
止该如何维权、怎样才能获得经济补偿和赔偿等一系列问题，劳动者仍处在懵懂的阶段，以至于尽管
《劳动合同法》已实施几个月，劳动者权益受损的情形仍时有发生，劳动者仍不懂得运用《劳动合同
法》来充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因此，现实的需要是，劳动者要充分熟悉、理解《劳动合同法》所规定的全部内容。
只有这样，劳动者才能更好地运用《劳动合同法》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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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按照《劳动合同法》自身的章节结构和条文顺序进行了较为翔实和准确的解读，希望劳动者能够
全面地理解和掌握《劳动合同法》。
 全书在对法律条文进行解读的同时，还辅之以鲜活生动的案例，以帮助劳动者对《劳动合同法》的深
刻理解和应用。
本书所列举的每一个案例，都是对《劳动合同法》规定的不同条文所表达意思的实例说明，具有极强
的针对性，能很好地帮助劳动者全面、准确地理解《劳动合同法》的条文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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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比如，某企业于2007年2月1日同工会经平等协商签订了集体合同，合同中对员工的劳动报酬、工作时
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等事项作了详细规定，其中约定员工的月最低工资标准
为2200元。
该合同获得企业职工代表大会的通过并经当地劳动行政部门审核后开始生效实施。
合同期限为两年，即自2007年2月1日至2009年2月4日。
2007年10月，该企业从劳动力市场招聘了十名新员工，并与他们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中均约定：本
合同为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三年，其中试用期为两个月，试用期内的工资为每月1500元
。
这十名新员工办好人职手续后顺利进入该企业工作。
过了一段时间，他们获知集体合同中有关最低工资标准的规定，于是与企业方就试用期工资产生了争
议。
新员工认为试用期工资不应违背集体合同中月最低工资标准，即不低于每月2200元的规定，企业应当
按集体合同的约定对其试用期工资进行调整。
但企业人事部门负责人以试用期员工不算正式员工，并且集体合同签订时该批员工还没有人职为由，
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本案中，企业的做法是错误的。
因为依法订立的集体合同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具有约束力。
不管是试用期员工还是正式员工，都适用于集体合同，即企业与所有劳动者订立的劳动合同中劳动条
件和劳动报酬等标准都不得低于集体合同规定的标准。
本案中，虽然这批新员工处于试用期，但他们也属于该企业的员工，即使集体合同签订时还未人职，
在合同有效期内，他们同样适用于集体合同。
企业目前支付给他们每月1500元的试用期工资低于集体合同约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企业应当依照集体
合同的规定对试用期员工的工资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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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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