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补签劳动合同说明 补签劳动合
同(模板5篇)

在生活中，越来越多人会去使用协议，签订签订协议是最有
效的法律依据之一。合同的格式和要求是什么样的呢？下面
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最新合同模板，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
助到大家。

补签劳动合同说明篇一

《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
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的，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向
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劳动者不与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书
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并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
的规定支付经济补偿”。

第二款规定“前款规定的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工
资的起算时间为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截止时间为补
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前一日”。

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
书面劳动合同的，自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至满一年的
前一日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
支付两倍的工资，并视为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的当日已经与
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应当立即与劳动者补订书
面劳动合同”。



从用工之日起一年 内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可以要求单位支
付双倍的工资。

补签劳动合同说明篇二

《劳动合同法》第10条规定：“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
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
动合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的，劳动
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6、7
条则作了进一步的明确：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
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向劳动
者每月支付两倍工资的起算时间为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
日，截止时间为补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前一日；用人单位同时
必须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即“二倍工资”和“补签
合同”是用人单位应并列承担的责任。

1、“公司要补签劳动合同”，从用工之日到补签之前扣除一
个月后，按《劳动合同法》应支付双倍工资。

2、“如果员工拒绝签合同”，可按《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规定书面通知本人：“xx日前来人力资源部签订劳动合同，如
逾期不签，劳动关系自动终止”。（送达本人并由本人签字
收到）。

3、如果以后此人“就此事索赔双倍工资”，本人签收之日之
后的不必支付双倍。

4、一般来说，愿在公司干的员工不会不签合同（因为保障了
他的合法权益），也不会向公司索赔补签前的双倍工资（因
为人是讲道理的，自己并没有付出双倍的劳动）。

5、不排除一些头脑简单的贪心者恶意不签合同，等着索赔双
倍工资。可按第2、第3两条处理后与其终止劳动关系！



1、劳动合同法第82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1个月
不满1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
支付二倍的工资。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
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2倍的工资。

2、补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只要未签订劳动合同，都应该向劳
动者支付双倍工资。

3、补签劳动合同能否免除用人单位支付双倍工资？

1）补签后的劳动合同期限不包括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期间用人
单位应该支付双倍工资。

2）补签后的劳动合同期限包括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期间这种情
况下的补签，理论上视为劳动者对未签订劳动合同期间要求
支付双倍工资权利的放弃。

4、补签劳动合同后可要求补偿吗？

5、补签劳动合同也要付双倍工资。

6、补签劳动合同，单位须付双薪。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6条对《劳动合同法》第82条做了补
充规定：如果用人单位没有及时和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用
人单位不仅要向劳动者每月支付2倍的工资，还要与劳动者补
订书面劳动合同。所以，应将“2倍工资”和“补签合同”视
作是用人单位承担的并列责任。

实践中，劳动者被要求补签劳动合同时，可以要求注明补签
合同的实际日期，这样可以证明这份合同是事后补订的，以
便劳动者在日后能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可见，用人单位事
后补签劳动合同的方式并不能掩盖其超过1个月不满1年未与



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事实，是不能免除其支付2倍工资的法
律责任的。

补签劳动合同说明篇三

1、如果说公司说要上市，没有大专文凭就要另签合同到一个
子公司会有影响吗？或者应该赔偿吗？请给位高手给予指点
指点。小弟先谢谢了。

2、合同是人事说必须签有道理吗？

3、如果合同期1年到了不续签会有怎么样的赔偿？

[签劳动合同]

文档为doc格式

补签劳动合同说明篇四

《劳动合同法》第10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
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应当自用工之日起1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与劳
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的，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
”该法条的立法精神是促使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及时签订劳动
合同，所以用人单位应该在劳动者入职后即签订合同，这样
有利于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该法第82条规定：“用人单
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1个月不满1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
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2倍的工资。”该规定为法律
规定的强制要求，对用人单位来说无免责理由，超过1个月不
满1年未与劳动者订立合同的，无论后来补签的合同是否包含
此期间，都应当向劳动者支付2倍的工资。

另外，《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6条对《劳动合同法》第82
条做了补充规定：如果用人单位没有及时和劳动者签订劳动



合同，用人单位不仅要向劳动者每月支付2倍的工资，还要与
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所以，应将“2倍工资”和“补签
合同”视作是用人单位承担的并列责任。

实践中，劳动者被要求补签劳动合同时，可以要求注明补签
合同的实际日期，这样可以证明这份合同是事后补订的，以
便劳动者在日后能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

可见，用人单位事后补签劳动合同的方式并不能掩盖其超过1
个月不满1年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事实，是不能免除其
支付2倍工资的法律责任的。

1、劳动合同内容合法。

劳动合同的内容不能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的规定。劳动合同
一般包括必备条款及约定条款。必备条款缺失的劳动合同为
无效劳动合同。什么是必备条款呢？《劳动合同法》第十七
条明确规定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为：

（一）用人单位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二）劳动者的姓名、住址和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
证件号码；

（三）劳动合同期限；

（四）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

（五）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

（六）劳动报酬；

（七）社会保险；

（八）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



（九）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纳入劳动合同的其他事项。

约定条款不违背相关法律规定，如有违背劳动合同部分失效。
比如试用期的规定，保密协定，培训协议等都必须符合相关
法律规定。

2、劳动合同双方具备签订合同的主体资格。

比如劳动者必须年满16周岁，在校学生，军队现役人员等不
能与企业签定正式劳动合同。达到退休年龄的劳动者也不能
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企业必须合法经营，依法取得营业执
照等。违法的企业，比如制毒工厂，劳动合同当然无效，有
些公司不具备劳动用工权，也无权订立劳动合同。

3、劳动合同采用书面形式。

有些企业没签书面劳动合同，对于劳动者来讲有事实劳动合
同的法律保护，对于企业来讲则是违法行为，需要对劳动者
进行经济补偿。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不仅
仅是在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也在保护企业的权益。

4、劳动合同双方真实意思表达。

任何一方以威胁、欺诈等手段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签订的劳
动合同都是无效劳动合同。这里要特别留意，劳动合同一定
要劳动者本人签字才生效，有些企业将劳动合同交给员工回
去填写再自己交上来，风险极大，有些不会写字的员工，你
就是让他照着画，也要将自己的名字画出来并按上手印，别
人代签的劳动合同无效。

《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了哪些合同是有效合同，哪些是无
效合同，哪些是部分有效合同，可以参考一下。

在劳动仲裁或诉讼中，劳动合同条款虽不违法但却违背了社



会公共利益、有损害社会公德的内容及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
同样无效。比如：有些公司要求员工不允许产生办公室恋情，
一经发现给予解雇处理。有集体合同的企业，劳动合同内容
不能与集体合同相冲突，在法律效力上集体合同是高于劳动
合同的。比如集体合同规定员工基本工资为1500元，劳动合
同签定的基本工资就必须等于或高于1500元，否则该条款无
效。

《劳动合同法》第十条明确规定，企业应当从用日之起一个
月内与员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这一条同样适用于劳动合同
的续定。也就是劳动合同的续定也应自到期之日起一个月内
与员工续订书面劳动合同。没签定劳动合同的后果，《劳动
合同法》及《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中有明确的规定。

后果主要有两个，一是公司需要多支付员工一倍的工资。二
是劳动合同转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第八
十二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
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
二倍的工资。也就是说要在原来发放了工资的基础上再发放
相同数量的工资。比如某人入职9个月没签劳动合同，这9个
月他的工资总额为18000元（每个月20xx元），如果这9个月
企业没有给他签劳动合同，则公司从第2个月到第九个月要多
支付给其16000元（8个月工资）。《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中最后一款，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
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单位与劳动
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七条【用工满一
年的书面劳动合同的补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
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合同的，自用工之日起满
一个月的次日至满一年的前一日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
二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工资。并视为自用工之日
起满一年的当日已经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应
当立即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



企业没有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是违法行为，企业与员工补签
劳动合同风险很大。如果公司有数十上百甚至上千人，很容
易成为群体劳资事故，要特别谨慎。补签劳动合同之前最好
咨询劳动相关律师或资深的hr人员，提前预测风险，事先做
好预案，防患于未然。

补签劳动合同说明篇五

生活中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用人单位在劳动者入职时未同
时与其签订劳动合同，但是会与劳动者约定过一段时间后再
与劳动者补签合同，而且所签的合同期限会包含前段未签合
同的时间。以下是本站小编整理的补签劳动合同文章，欢迎
参考阅读。

《劳动合同法》第10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
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应当自用工之日起1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与劳
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的，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
”该法条的立法精神是促使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及时签订劳动
合同，所以用人单位应该在劳动者入职后即签订合同，这样
有利于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该法第82条规定：“用人单
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1个月不满1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
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2倍的工资。”该规定为法律
规定的强制要求，对用人单位来说无免责理由，超过1个月不
满1年未与劳动者订立合同的，无论后来补签的合同是否包含
此期间，都应当向劳动者支付2倍的工资。

另外，《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6条对《劳动合同法》第82
条做了补充规定：如果用人单位没有及时和劳动者签订劳动
合同，用人单位不仅要向劳动者每月支付2倍的工资，还要与
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所以，应将“2倍工资”和“补签
合同”视作是用人单位承担的并列责任。



实践中，劳动者被要求补签劳动合同时，可以要求注明补签
合同的实际日期，这样可以证明这份合同是事后补订的，以
便劳动者在日后能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

可见，用人单位事后补签劳动合同的方式并不能掩盖其超过1
个月不满1年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事实，是不能免除其
支付2倍工资的法律责任的。

1、劳动合同内容合法。

(八)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九)法律、法规规
定应当纳入劳动合同的其他事项。

约定条款不违背相关法律规定，如有违背劳动合同部分失效。
比如试用期的规定，保密协定，培训协议等都必须符合相关
法律规定。

2、劳动合同双方具备签订合同的主体资格。比如劳动者必须
年满16周岁，在校学生，军队现役人员等不能与企业签定正
式劳动合同。达到退休年龄的劳动者也不能与企业签订劳动
合同。企业必须合法经营，依法取得营业执照等。违法的企
业，比如制毒工厂，劳动合同当然无效，有些公司不具备劳
动用工权，也无权订立劳动合同。

3、劳动合同采用书面形式。有些企业没签书面劳动合同，对
于劳动者来讲有事实劳动合同的法律保护，对于企业来讲则
是违法行为，需要对劳动者进行经济补偿。从某种意义上来
讲，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不仅仅是在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也在
保护企业的权益。

4、劳动合同双方真实意思表达。任何一方以威胁、欺诈等手
段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签订的劳动合同都是无效劳动合同。
这里要特别留意，劳动合同一定要劳动者本人签字才生效，
有些企业将劳动合同交给员工回去填写再自己交上来，风险



极大，有些不会写字的员工，你就是让他照着画，也要将自
己的名字画出来并按上手印，别人代签的劳动合同无效。

《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了哪些合同是有效合同，哪些是无
效合同，哪些是部分有效合同，可以参考一下。

在劳动仲裁或诉讼中，劳动合同条款虽不违法但却违背了社
会公共利益、有损害社会公德的内容及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
同样无效。比如：有些公司要求员工不允许产生办公室恋情，
一经发现给予解雇处理。有集体合同的企业，劳动合同内容
不能与集体合同相冲突，在法律效力上集体合同是高于劳动
合同的。比如集体合同规定员工基本工资为1500元，劳动合
同签定的基本工资就必须等于或高于1500元，否则该条款无
效。

《劳动合同法》第十条明确规定，企业应当从用日之起一个
月内与员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这一条同样适用于劳动合同
的续定。也就是劳动合同的续定也应自到期之日起一个月内
与员工续订书面劳动合同。没签定劳动合同的后果，《劳动
合同法》及《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中有明确的规定。

后果主要有两个，一是公司需要多支付员工一倍的工资。二
是劳动合同转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第八
十二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
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
二倍的工资。也就是说要在原来发放了工资的基础上再发放
相同数量的工资。比如某人入职9个月没签劳动合同，这9个
月他的工资总额为18000元(每个月20xx元)，如果这9个月企
业没有给他签劳动合同，则公司从第2个月到第九个月要多支
付给其16000元(8个月工资)。《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无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中最后一款，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
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单位与劳动者已
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七条【用工满一
年的书面劳动合同的补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
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合同的，自用工之日起满
一个月的次日至满一年的前一日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
二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工资。并视为自用工之日
起满一年的当日已经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应
当立即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