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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风险及对策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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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四川成都 610072）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劳动市场体系逐渐完善，劳动法律系统逐步健全，企业的劳动用工法律风险日益增多，劳动合同解除则

是一个较为重要的风险源。尽管法律条文对劳动合同解除作了详尽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部分企业对条文理解有误或是使用不当，

以及相应的规章制度制定程序或内容方面存在缺陷，导致企业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得不到有关部门的支持，使自身承担不利成果。本

文站在用人单位角度，对劳动合同中容易出现的风险进行了分析，并针对这些风险提出防范劳动合同解除中风险的有效措施，从而达到进

一步维护企业合法利益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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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由于高校向社会输送的劳动者与劳动市场需求不匹配，很多劳

动者不能满足用人单位的实际需要，企业经常面临解除与劳动者的

劳动合同或辞退一些与岗位职责不匹配的劳动者的问题，同时，在

解除劳动合同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各类问题，如员工消极怠工、长期

休病假、违反规章制度等。为确保企业人员有效合理得流动，避免

劳动关系僵化等情况发生，经常会发生劳动合同一方或双方当事人

在合同已经签订并生效后提前解除劳动合同，而产生劳动关系解除

的法律行为。按照 2008 年我国出台的《劳动法》中有关规定为标

准，对于劳动合同的解除可按照法律规定大致分为三种，即单方面

解除、双方协商解除、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和劳动者单方解除三种类

型。本文主要按照单方面解除劳动关系，并简要介绍双方协商解除

劳动合同的情况以对比研究，而不考虑劳动者解除的情况。 

二、企业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风险分析 
1.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中的法律风险 

（1）未签订解除协议。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双方谈判达成

一致协议，而协议中的部分内容未在劳动合同上体现。我国是一个

人情社会，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劳动者可能会碍于面子难以向企

业开口要求添加或者忘记提醒企业进行合同修改事宜，而企业也有

可能忘记更改合同，导致合同上的内容并不全面，仅仅进行了工资

结算、社保关系转移、工作转交等工作后就离开。这种情况下，一

旦稍有纰漏，就会对企业或者个人造成损失，而这些损失出现后又

无依据可循，只得依靠企业或者个人的信誉来进行，否则只能蒙受

损失。 

（2）解除劳动合同中内容出现漏洞 

一般情况下，解除协议相关的合同是具有权威性的，即一旦签

订企业个人双方都不可违背其中的条例，如果违背相关协议，则一

方可以通过法律的形式对另一方提起诉讼，因此解除过程中的协议

十分重要。然而在制定解除协议的同时，可能会出现协议内容不完

整的情况，在签订时并未察觉，而签订后假如一方对另一方提起恶

意诉讼，则另一方必定受到影响。此外，解除协议的制定还应在法

律允许的范围内，倘若法律不予准许，就会导致解除协议的无效，

假如协议对劳动者造成了损失，企业还应依据法律赔偿劳动者，为

企业的健康运行造成损失。 

2.用人单位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中的法律风险 

通常而言，在劳动合同的签订过程中，劳动者都是弱势群体，

而劳动合同又与劳动者的就业和生存息息相关，因此法律中具有对

用人单位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的多项条例，以严格限制用人单位的

解除劳动合同。因此，若用人单位在解除劳动合同的过程中没有注

意到相关法律的内容，或者某个环节略微疏忽，就会越过法律界限。

因此用人单位必须谨慎对待劳动合同的解除工作。一般说来，用人

单位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的种类为三种，即过失性解除、非过失性

解除和经济性裁员三种类型。 

（1）过失性解除劳动合同中的法律风险 

企业在试用考核期发现劳动者不符合企业需求将劳动者辞退，

在此过程中，若企业在合同中并未约定合格条件，或者在与劳动者

签订合同的过程中没有对试用期进行规定，抑或是试用期超过了国

家规定，这些情况下用人单位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都存在着法律风

险，假如劳动者以此为由寻求法律帮助，则企业势必要进行相应的

赔偿。 

另外，有的劳动者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具有双重劳动关系，

严重影响到企业的发展且经过企业提醒也不知改正，这种情况下解

除劳动合同也会遇到法律风险。这是因为用人单位在判断相关法律

的过程中容易出现错误，且法律对严重影响难以界定，导致无法判

断的现象出现。 

此外，还存在着劳动者通过欺诈胁迫等手段促使用人单位签订

劳动合同，结果之后发现劳动者并达不到企业要求，此时再对其进

行解约，同样面对着法律风险。 

（2）非过失性解除劳动合同中的法律风险 

用人单位执行非过失性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主要是客观情况

导致的，而劳动者并未犯下任何过错，因此非过失性解除的方式又

被称为预告通知解除，在此过程中用人单位依法走程序对劳动合同

进行解除。然而法律中明确规定，非过失性解除方式仅适用于以下

三种情况：医疗期满的劳动者无法从事工作、劳动者本身无法胜任

工作以及劳动合同签订的客观情况发生变化，若企业没有对规定没

有进行认真解读，或者对非过失性解除方式旅行不够完整，都会导

致行为不收法律的认可。 

（3）经济性裁员中的法律风险 

经济性裁员通常出现在一些经营不善的企业中，企业为了自身

的生存不得不进行裁员来维持企业的利润。然而，企业裁员的过程

中，假如对企业形势的判断与法律中规定的相冲突，或者忽视了解

除劳动合同中应有的程序，就容易出现法律问题。 

三、企业解除劳动合同中法律风险规避的对策探究 
1. 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中法律风险的规避 

2.用人单位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中的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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