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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劳动合同法》中的非全日制用工问题研究 
◆谭  州 

（汉口学院文法学院  湖北省武汉市  430212） 

 
摘要：因为非全日制用工在一般公司企业中既不用订立给劳动者劳动合

同又不用和他们约定试用期，所以现在又很多企业都会聘用非全日制员

工。虽然新出台的劳动合同法就以前的劳动法做出改进，但是其中很多
条例也对非全日制用工这个新兴群体有了很大的影响。还也了引发各种

社会经济舆论纠纷，并使其中一些特殊群体的某些权益受到侵害，因此

完善这些群体非全日制就业机制问题是目前值得讨论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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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法律对非全日制用工的影响 
我国非全日制用工制度主要依据《劳动合同法》来制定的，

2012 年新修订的《劳动合同法》不仅根据全日制用工形式对非
全日制用工的合同订立、试用期及报酬做出了明确规定，并且还
在以前的基础上做出了改进与变革。 

（一）用工合同的订立 
鉴于非全日制用工的灵活性，《劳动合同法》第六十九条对

非全日制用工做出特殊规定：“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可
以在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订立口头协议等。”同时由于非全
日制用工时间较短，劳动者有较多空余时间，该条还规定“对于
从事非全日制用工的劳动者，他们在工作时可以与一个或一个以
上用人单位同时订立劳动合同；只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订立过的
劳动合同的人，后面的劳动合同不得影响先订立的劳动合同的履
行，否则需要付相应的责任。”非全日制用工形式本就较为灵活，
订立口头协议不仅可大大提高工作效率，还可省财节力。但是《劳
动合同法》似乎也忘了口头协议的灵活性，又无实质上的证据，
一但劳动者遇到不遵守协议者，其权益也将不知从何去维护。 

（二）试用期与用工解除终止 
由于我们在履行非全日制用工时它的工作期限相对比较短，

如果约定试用期，对于劳动者来说是不公平的，《劳动合同法》
第七十条做出了明确规定：“非全日制用工的劳动者，他们双方
各自是不得相互约定试用期的。”与全日制不同，在用工的解除
和终止上面，非全日制用工表现得更加灵活，《劳动合同法》规
定：在非全日制用工过程中，双方当事人中的任何一方，都可以
随时通知对方终止用工，并且当发生在这种情况下用人单位则不
需要向劳动者支付任何经济补偿等。 

虽然试用期约定方面是有利于劳动者权益的维护，但在用工
终止上却还是有值得商榷之处的。关于补偿金的问题不管在全日
制还是非全日制工作中都是备受争讨的，尤其，在面对期限较短
的非全日制用工上，若不规定经济补偿当劳动者遇到这类问题
时，岂不是既丢了工作还不能维护自身利益吗？ 

二、我国法律对几种非全日制工作群体的影响 
非全日制用工，其实在我国出现的时间并不长，只是作为灵

活就业的一种重要方式，因为具有用工成本低廉，用工形式灵活，
法制较为宽松，受到了很多用人单位的好评。但也正是因为我国
立法者仅对其做出了轮廓式的规定，许多用人单位也抓住这一点
来争取自己更多的利益。 

（一）对在校大学生的影响 
在我国，大量工人团队，有一个特别工作小组。根据城市麦

当劳店面中的统计，员工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兼职，因为大多都
在学校，并且主要集中在大学校。但麦当劳兼职服务员在与店子
签订服务协议时是这样规定的，乙方(下岗、提前退休、退休，
大学生和其他一些人来进行工作时)不具备劳动上规定的法律关
系主体资格，他们在这里签订合同后与甲方建立的只是劳动关
系，对于其他关系并不给予承认。可见，如果这项协议存在的话，
兼职员工的时候被不公平对待，用人单位可以不具备劳动法律关
系主体资格对他们进行薪酬的部分忽略。 

（二）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    
根据抽样调查，2017 年，农民工总量达到 2.5278 亿人，比

上年增加 1059 万人，增长 4.5%。其中，农民工 1.5863 亿人，增

加 538 万人，增长 3.5%。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迅速发展，并
成为一个区域经济中心，从 2008 年开始，开始大量的农民工进
入城市。由于农民工的数量更多的文化程度不高，大多聚集在体
力劳动，而不是全职工作，农民工也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此外，
侵犯农民工权益纠纷已成为学术界和实践的讨论热潮。近年来，
虽然因为农民工工资，已经受到了人们足够的重视，炎热的国家
先后介绍了农民工农民工待遇的有关规定和国务院办公厅在真
正的注意来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的问题，但是真正的改变还
没有实现。 

三、对非全日制就业机制的完善研究 
根据，劳动立法来看，用人单位使用非全日制用工，可以不

用签订劳动合同，用工是可以随时终止，也不用支付经济补偿。
这就为非全日制用工今后的发展预留了较大的自由空间，而这也
必然带来一定的风险。以下笔者就上面讨论的三大群体的权益保
护问题的改善做一些探讨。 

（一）扩大法律保护范围 
新劳动合同法只是对非全日制做出了一个大致的规定，其中

的细节还值得推敲，在法律保护范围中，更是没有明确界定。国
家已经出台了很多农民工的保护条例，但对于非全日制类的农民
工还没有划到。扩大劳动法律保护范围是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根
本，我们必须正视这类问题，并在明确具体范围下做出合理改善。 

对于非全日制用工最基本的劳动者去享受基本的养老保险，
现在社会上一般都已经参与过养老保险那也可以实行前后的缴
费年限可以进行合并计算，并且还可以跨地区转移。对于非全日
制劳动者还可以用个人的身份证去参加基本的医疗保险，这些保
障制度都是对于非全日制员工的一个保护，因为很多用人单位就
会以工作时间短没有明确的用工合同为由去削减这部分的保障
问题，也致使了劳动者的一个责任心不强以及对工作的不定心问
题。 

（二）劳动合同法的内容是一致性，与法律保护机构的建立 
劳动合同内容直接决定了劳动者的工作内容及权益，所以也

就出现了劳动合同与工作内容不符的问题。因为非全日制工作的
特性，所以这种问题也集中体现在非全日制员工中。例如，大学
生去做非全日制推销员，但在工作中的大多数时间却是在搬运推
销产品。被派去的钟点工本是打扫清洁，主人却要其洗衣服做饭
搬水。 

劳动者从事和本工作不符的工作，对多数非全日制员工来说
可能不是每天都发生又没有太大伤害，加上申述程序复杂，所以
并不会太在意或提出异议。但正是因为这样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商
家延续这种行为并加大力度，而劳动者的权益也将会受到越来越
大的损害。遇到这类问题，我认为可以设立相关法律保护机构。
这类机构主要分析劳动合同内容的问题，以及帮别人被侵权者提
请劳动保护。 

设立法律保护机构后，老板在给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后，需要
归档并提交到机构档案中，然后相关人员再对其进行审查。就像
上文说的，许多农民工可能不识字或对某些劳动条例不懂，当出
现侵权事件后也不知维权程序，那么机构人员就可以帮他们分
辨。另外一些劳动者因为不知程序或怕麻烦等他们也可以帮忙提
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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