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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条文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劳动合同法》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劳动合同法》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劳动合同法》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劳动合同法》的决定

（2012 年 12 月 28 日第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五十七条修改为：“经营劳务派遣业务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注册资本不得少于人民币二百万元；

“（二）有与开展业务相适应的固定的经营场所和设施；

“（三）有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劳务派遣管理制度；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经营劳务派遣业务，应当向劳动行政部门依法申请行政许可；经许可的，依法办理相应的

公司登记。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劳务派遣业务。”

二、将第六十三条修改为：“被派遣劳动者享有与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同工同酬的权利。用工

单位应当按照同工同酬原则，对被派遣劳动者与本单位同类岗位的劳动者实行相同的劳动报

酬分配办法。用工单位无同类岗位劳动者的，参照用工单位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岗位劳动者

的劳动报酬确定。

“劳务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的劳动合同和与用工单位订立的劳务派遣协议，载明或

者约定的向被派遣劳动者支付的劳动报酬应当符合前款规定。”

三、将第六十六条修改为：“劳动合同用工是我国的企业基本用工形式。劳务派遣用工是补

充形式，只能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

“前款规定的临时性工作岗位是指存续时间不超过六个月的岗位；辅助性工作岗位是指为主

营业务岗位提供服务的非主营业务岗位；替代性工作岗位是指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因脱产学

习、休假等原因无法工作的一定期间内，可以由其他劳动者替代工作的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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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将第九十二条修改为：“违反本法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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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务派遣单位、用工单位违反本法有关劳务派遣规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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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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劳务派遣单位，吊销其劳

务派遣业务经营许可证。用工单位给被派遣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

本决定自 2013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本决定公布前已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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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决定关于按照同工同酬原则实行相同的劳动报酬分配办法的

规定的，应当依照本决定进行调整；本决定施行前经营劳务派遣业务的单位，应当在本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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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体办法由国务院劳动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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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解读

劳务派遣的含义及由来劳务派遣的含义及由来劳务派遣的含义及由来劳务派遣的含义及由来

劳务派遣是指劳务派遣单位与接受单位签订劳务派遣协议，由劳务派遣单位招用雇员并

派遣该劳动者到接受单位工作，派遣劳动者受接受单位指挥监督，为接受单位提供劳动；派

遣劳动者的接受单位因为劳动力的使用，按照劳务派遣协议向劳务派遣单位支付费用，派遣

劳动者获得就业岗位及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险待遇，劳务派遣单位从派遣业务中获得收入的

经济活动。

劳务派遣现象由来已久，是就业的一种重要形式。关于劳务派遣现象有多种术语表述，

如有雇员租赁、雇员派遣、劳动派遣、劳动者派遣、人才派遣、人才租赁、劳动力派遣等。

在我国《劳动合同法》(2007 年 6 月 29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

会议通过，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中使用的术语是劳务派遣。

《劳动合同法》第 66 条规定：“劳务派遣一般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

上实施。”全国人大法工委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给出答复，答复确定了劳务派遣用工形

式的三原则：临时性、辅助性和替代性。

劳动合同法修正案规范劳务派遣劳动合同法修正案规范劳务派遣劳动合同法修正案规范劳务派遣劳动合同法修正案规范劳务派遣

一般情况下，劳资双方就是指用工单位和劳动者的劳动关系，劳务派遣用工的形式下，

就在劳资双方之间增加了劳务派遣机构，这就形成了三方关系。这样一种有劳动没有关系，

有关系没有劳动的体制就造成了劳资双方关系的复杂化，也造成了法律关系的模糊。用人单

位与派遣单位依据劳务派遣协议形成民事合同法律关系，派遣单位与劳动者依据劳动合同形

成劳动合同法律关系，而用人单位则与受派遣的劳动者则形成用工管理关系。

对此,2008年1月1日实施的劳动合同法用13个条文,分别从严格劳务派遣市场的准入条件、

限制劳务派遣的适用岗位、明确劳务派遣工依法享有的权利、规定劳务派遣监管和连带赔偿

制度等 4 个方面,对劳务派遣加以规定,限制其发展。令人遗憾的是,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劳务

派遣这一用工形式却异军突起，出现了与立法者本意未预料的现象。 因此，6 月 26 日,仅

实施 4 年的劳动合同法迎来首次修改，“严格规范劳务派遣用工”是这次修法的重点。

本次修法的几项重点本次修法的几项重点本次修法的几项重点本次修法的几项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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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派遣用工不得超 6666个月

为严格限制劳务派遣用工岗位范围,劳动合同法修正案规定:“劳务派遣只能在临时性、

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同时对“三性”作出规定:临时性是指用工单位的工

作岗位存续时间不超过 6 个月;辅助性是指用工单位的工作岗位为主营业务岗位提供服务;

替代性是指用工单位的职工因脱产学习、休假等原因在该工作岗位上无法工作的一定期间。

然而,要对“三性”作出清晰、准确的解释,并不容易。用“主营业务”来区分辅助性还

是不够明确,需要再界定一下什么是主营业务。而且,现在每天都会产生很多新兴行业、新兴

岗位,该如何去界定它们的辅助性岗位呢?用人单位向派遣机构提出的用人条件,基本都是稳

定的、能长期从事某项工作的人。所以 6 个月期限的限制，恐难在现实中产生实际效果，因

为变通规避的方法很容易产生。

界定“三性”岗位

何谓“三性”岗位？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劳务派遣一般在临时性、辅助

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三性”岗位就是指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

位。可是，何谓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的工作岗位？劳动合同法没有明确界定，而国务院

颁发的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也未作具体规定，这就使得不同的人对“临时性、辅助性、替代

性”的具体内涵有不同的解读。

本次修法对“三性”岗位的具体含义作了进一步界定。根据修正案对“三性”的界定，

“临时性是指用工单位的工作岗位存续时间不超过六个月；辅助性是指用工单位的工作岗位

为主营业务岗位提供服务；替代性是指用工单位的职工因脱产学习、休假等原因在该工作岗

位上无法工作的一定期间内，可以由被派遣劳动者替代工作”，这些界定虽然有助于一定程

度上解决模糊性问题，但我们更期待实践中的检验。

增加对相应违法行为处罚

《劳动合同法修正案》对劳动合同法法律责任部分作了相应修改:增加规定,对未经许可

擅自经营劳务派遣业务的,由劳动行政部门依法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进一

步明确规定劳务派遣单位、用工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处以罚款,并适当提高了罚款额

度;对劳务派遣单位并可吊销其经营劳务派遣业务的行政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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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细化同工同酬规定

劳动合同法修改决定加大了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强调“同工同酬”。 同工同酬是劳

动合同法规定的一项重要原则。现行劳动合同法规定，被派遣劳动者享有与用工单位的劳动

者同工同酬的权利。用工单位无同类岗位劳动者的，参照用工单位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岗位

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确定。

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多数企业对本单位的劳动合同制职工逐步做到了同工同酬，但对

被派遣劳动者与本单位劳动合同制职工实行不同的工资福利标准和分配办法，有的被派遣劳

动者的劳动报酬、社会保险、企业福利等与用工单位的劳动合同制职工相比差距较大。

为落实被派遣劳动者同工同酬的权利，新法增加规定:被派遣劳动者享有与用人单位的

劳动者同工同酬的权利。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同工同酬的原则，对被派遣劳动者与本单位同类

岗位的劳动者实行相同的劳动报酬分配办法。用人单位无同类岗位劳动者的，参照用工单位

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岗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确定。

劳务派遣业务经营门槛提至 200200200200万元

长期以来，由于劳务派遣单位准入门槛低，承担责任能力差，被派遣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受到侵害后，难以获得有效赔偿。因此，审议过程中，多数常委会委员和地方、部门赞成对

经营劳务派遣业务实行行政许可，并建议在应当具备的条件中对最低注册资本要求再作适当

提高，同时增加规定经营场所等方面的要求。

现行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务派遣单位应当依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设立，注册资本不得少

于五十万元。劳动合同法修正案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时，这一数字提高到一百万元，

此次审议结果报告再次建议提升至二百万元，同时建议增加规定，经营劳务派遣业务应当“有

与开展业务相适应的固定的经营场所和设施”。

修法后的衔接问题修法后的衔接问题修法后的衔接问题修法后的衔接问题

本决定公布前已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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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决定关于按照同工同酬原则实行相同的劳动报酬分配办

法的规定的，应当依照本决定进行调整；施行前经营劳务派遣业务的单位，应当在 2014 年

7 月 1 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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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办法

由国务院劳动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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