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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合同法》修订要点简述 

 

2012 年 12 月 28 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劳动合同法>

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将于 2013 年 7 月 1 日正式实施。 

本次修订主要针对劳务派遣，并主要在如下几个方面对劳务派遣行为进行了规范： 

1. 劳务派遣的适用范围 

《决定》明确了劳动合同用工是企业基本用工形式，而劳务派遣只是补充形式，用工单位只能

在其临时性、辅助性或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劳务派遣，并对“临时性岗位”、“辅助性岗位”以

及“替代性岗位”作了具体的解释。其中，“临时性岗位”是指用工单位的工作岗位存续时间不超过

六个月的岗位；“辅助性岗位”是指为主营业务岗位提供服务的非主营业务岗位；“替代性岗位”是

指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因脱产学习、休假等原因在该工作岗位上无法工作的一定期限内，由被派遣劳

动者替代工作的岗位。 

《决定》进一步规定，用工单位应当严格控制劳务派遣用工数量，不得超过其用工总量的一定

比例，具体比例由国务院劳动行政部门规定。同时，《决定》明确规定，若用工单位违反有关劳务派

遣规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以每人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标准处

以罚款。 

鉴于《决定》对劳务派遣的适用范围进行了明确约束，因此，若用工单位目前采用劳务派遣方

式聘用员工的（例如：实际用工单位与相关外服机构签订协议，由相关外服机构聘用员工并派遣至

该实际用工单位工作），则根据《决定》，其可能需要对其员工聘用制度进行调整（包括但不限于终

止原派遣协议，并改由用工单位直接聘用劳动者）。否则的话，其将受到上述法律处罚。 

另外，在终止派遣协议、直接聘用劳动者的情形下，用工单位亦需要事先考虑：(i)该等调整是

否会构成“用工单位无故解除劳动合同”并由此涉及赔偿；(ii)该等调整是否会涉及员工利益（包括

工龄连续计算等）；以及(iii)用工单位因该等调整可能产生的额外支出（包括用工单位今后自行替员

工缴纳社会保险金及公积金等）。有鉴于此，我们建议，用工单位应进行相关人事规划，以应对《决

定》的实施。 

 

高超︱王晨 律师   

 

 

 

2012 年 12 月 31 日  

劳动法 



汉坤律师事务所  北京  上海  深圳  

www.hankunlaw.com 
 

另外，我们理解，《决定》对于上述“辅助性岗位”的定义并不十分清楚，这有待在日后实践中

予以进一步明确；同时，对于用人单位用工总量中劳务派遣用工所占数量控制比例，还须关注国务

院劳动行政部门的后续规定。 

2. 同工同酬 

根据《决定》的规定，劳务派遣者应与用工单位直接聘用的员工同工同酬。 

鉴于《决定》明确赋予了劳务派遣者“同工同酬”的权利，用工单位须在聘用劳务派遣者时对

此事项予以注意。 

3. 劳务派遣许可 

《决定》提高了劳务派遣单位的设立标准，最低注册资本由人民币五十万元，调整到人民币二

百万元，并明确规定未经劳动行政部门行政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劳务派遣业务。同时，

强化了对劳务派遣单位的处罚力度，若未经许可擅自经营劳务派遣业务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五

万元以下的罚款。 

鉴于《决定》明确要求劳务派遣单位应获得劳务派遣业务经营许可，若用工单位委托劳务派遣

单位实施劳务派遣，则应事先审核其所持有的许可证；劳务派遣单位也应取得劳务派遣相关许可证

后方可从事劳务派遣业务。 

此外，《决定》规定了过渡期安排，即《决定》公布前已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劳务派遣协议继

续履行至期限届满，但是劳动合同和劳务派遣协议的内容不符合《决定》中有关同工同酬规定的，

则应当依照《决定》进行调整；《决定》施行前经营劳务派遣业务的单位，应当在《决定》施行之日

起一年内依法取得行政许可并办理公司变更登记，方可经营新的劳务派遣业务。 

希望以上对您有所帮助。若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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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坤律师事务所编写《汉坤法律评述》的目的仅为帮助客户及时了解中国法律及实务的最新动态和

发展，上述有关信息不应被看作是特定事务的法律意见或法律依据，上述内容仅供参考。 

 

如您对上述内容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与高超律师（+86-21-6080 0920; kelvin.gao@hankunlaw.com）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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