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劳动合同关系的定义 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怎样证明劳动关系(大全5篇)

随着法律法规不断完善，人们越发重视合同，关于合同的利
益纠纷越来越多，在达成意见一致时，制定合同可以享有一
定的自由。怎样写合同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合同应该怎么
制定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合同范本，欢迎大家阅读分
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劳动合同关系的定义篇一

2、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

4、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
等招用记录;

5、用人单位的考勤记录(考勤表、出勤卡等);

6、其他劳动者的证言;

7、其它能够证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据。

(1)载有劳动者名字的用人单位的各种文件

用人单位下发的各种文件，类似各种通知、工作任务单、任
命通知书、介绍信、签到表等书面资料中，只要其中含有劳动
者本人的名字，一般都可以证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
关系的事实。但是，此类证据必须上有用人单位的公章才有
证明证明效力。

(2)劳动者代表用人单位与其它实体或个人签订的合同



在用人单位与其它实体或个人签订合同特别是经济事务的合
同时，一般都会有“签约代表”或“代表人”一栏，此时，
如果劳动者作为用人单位的代表在合同上签字，该合同又有
用人单位所盖公章的话，那么可推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3)与用人单位有业务往来的其它单位留存的相关资料

与用人单位有业务往来的其它单位若能出具有关劳动者曾代
表用人单位洽谈业务方面的证明，也可以证明劳动者曾为用
人单位提供过劳动。因为劳动者代表用人单位与第三方接触
时，有时会在办理某些事务时向第三方提供有单位盖章和本
人签名的资料：比如说作为用人单位的代表，代表用人单位
向有关单位或机关提交申报材料、代表用人单位到第三方处
领取票据时在各种存根处代表用人单位签名等。劳动者如能
取得与用人单位有业务往来的第三方开具有关的证明，也可
以推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4)、录音、录像、照片

录音最好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协商
谈判具体事宜时的录音，只要录音能够清楚反映用人单位法
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承认劳动者为用人单位提供过劳动，
就可以基本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劳动者可拍摄其在工作
时间在用人单位内上下班的情况，或者其它关于工作方面的
录像也可作为为用人单位提供了劳动的证据。

律师提醒：劳动者在与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关系时，一定要主
动要求签订劳动合同，并且妥善保管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关系的定义篇二

劳动者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此时如果发生纠纷，



该如何证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其实，劳动
者在平时的工作中可以注意保留一些有用的证据，比如工资
条等。到底该如何证明劳动关系，小编将在下文中具体分析。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未在用工的同
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与劳动者约定的劳动报酬不明确的，
新招用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按照集体合同规定的标准执行;没
有集体合同或者集体合同未规定的，实行同工同酬。第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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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
号)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1)用人单位和劳动
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2)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
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
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3)劳动者提供的
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

因此，只要符合上述规定，你与单位就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同时，根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二条的
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
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

(1)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
会保险费的记录;

(2)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
证明身份的证件;

(3)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
等招用记录;



(4)考勤记录;

(5)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

其中，(1)、(3)、(4)项的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建议你注意保存出勤记录、工作证、服务证、工资单、招聘
登记表、报名表等资料，作为确认劳动关系的证明并及时要
求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如单位拒不签订，可以到劳动部门投
诉。根据《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
意见》(劳部发[1995]309号)的规定，事实劳动关系亦适用劳
动法。

如单位不依法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二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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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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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文的内容中，我们可以知道存在上述三个条件的，那么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就成了劳动关系，不过此时还需要相
关证据予以证明。包括 工资支付凭证、工作证、考勤记录等
等。

劳动合同关系的定义篇三

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会同工会和企业方面
代表，建立健全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共同研究解决劳动
关系方面的重大问题。

【解读】本条是关于劳动关系三方机制的规定。



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也称劳动关系三方原则。根据国际
劳工组织1976年144号《三方协商促进国际劳工标准公约》规
定，三方机制是指政府(通常以劳动部门为代表)、雇主和工
人之间，就制定和实施经济和社会政策而进行的所有交往和
活动。即由政府、雇主组织和工会通过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运
作机制共同处理所涉及劳动关系的问题，如劳动立法、经济
与社会政策的制订、就业与劳动条件、工资水平、劳动标准、
职业培训、社会保障、职业安全与卫生、劳动争议处理以及
对产业行为的规范与防范等。三方机制协商劳动关系的机制
或者说手段，是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是“舶来品”，
我们搞市场经济，也需要学习它，借鉴它。在计划经济条件
下，劳动者与国家的利益是一体的，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调整
劳动关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逐步建立，国家、企业、职工三方利益格局日益明晰，企业
劳动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种新形势下，依靠单一的
行政手段调整劳动关系，显然与市场经济的变化不相适应。
协调劳动关系已不仅仅是劳动保障部门的事情，通过政府、
工会、企业组织建立三方协调机制已成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保护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和社会安定的必然选择。我国
于1990年批准了国际劳工组织通过的《三方协商促进贯彻国
际劳工标准公约》。2019年10月27日新修正的工会法第三十
四条规定对三方机制作了规定，即：“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
政部门应当会同同级工会和企业方面代表，建立劳动关系三
方协商机制，共同研究解决劳动关系方面的重大问题。”这
是目前我国推行三方协商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据。2019年8月.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中国企业联合会联合宣布，
国家将全面启动劳动关系三方(国家、企业、职工)协商机制，
以协商的形式解决劳动关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目前全国省
级和市一级的三方机制已经基本建立。三方机制正逐步向
县(市、区)和产业一级延伸，全国将建立多层次的社会层面
的三方协调机制三方机制与劳动合同制度、集体合同制度一
起构成了稳定、协调和规范劳动关系的机制。

三方机制应当由三方组成，即由代表政府的劳动行政部门、



代表职工地方总工会和代表用人单位的企业代表组织(企业联
合会、企业家协会、商会等)。三方协商机制，实际上是一种
平等对话的机制。政府、企业组织和工会组织三方的职能不
能替代，各有侧重和相互独立，相互没有隶属关系，切实代
表基层组织和会员的利益。

1.政府代表。工会法中明确规定政府劳动行政部门是政府的
代表。一直以来，我国参加国际劳工大会的政府代表也是劳
动行政部门。由此可以看出，劳动关系三方代表中政府代表
应该由政府劳动行政部门担任。

2.企业组织代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地建立了企业联合会
(企业家协会)，应该说该组织代表的是国有企业。随着新建
企业的迅猛发展，企业所有制形式呈现多元化，企业组织形
式也呈现多元化，民间的商会、个体经营者协会、青年企业
家协会、女企业家协会等相继出现，作为企业方代表，它们
都可以成为三方协商机制的一方。目前,在中央层面，还是由
中国企业联合会作为企业方代表。

3.职工代表。由于三方机制是协商劳动关系方面的重大问题，
它超出了具体企业的范围。因此，代表职工参加三方机制的
是各级总工会。

根据工会法和本法的规定，三方机制解决的是劳动关系方面
的重大问题。如劳动就业、劳动报酬、社会保险、职业培训、
劳动争议、劳动安全卫生、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集体合同
和劳动合同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对劳动关系的调整提
出了与其相适应的客观要求，因此，在企业从实行劳动合同
制度到开展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这些符合市场经济要
求的法律制度，都是为了更好地调整企业的劳动关系，促进
职工队伍的稳定和劳动关系的和谐，以保证经济建设的健康
和持续发展。目前，我国劳动关系出现许多新问题，如就业



压力大，劳动关系紧张，群体性突发事件增多、用人单位拖
欠克扣劳动者工资、不为职工按时足额缴纳社保金、任意延
长工作时间、非法收取劳动者押金等。协调劳动关系，一方
面，要靠落实劳动合同制度，实行集体协商制度和集体合同
制度。但是，仅在企业范围内推行集体协商和实行集体合同
制度是不够的，从协调劳动关系的整个社会化发展要求来看，
还需要建立起能够促进劳动关系协调与稳定的发展的三方机
制。用三方协商机制来体现对更高层次上的劳动关系协调作
用，促进各方利益主本的相对一致性，以达到三方共同利益
和目标的实现。建立三方协商机制不仅不会取代和削弱企业
劳动关系双方通过协商签订的集体合同的主体地位，更不会
破坏企业建立起来的劳动关系的协调机制，反之，当三方协
商机制的作用发挥出来的时候，它会积极引导双方更好地实
现其签订的集体合同和协议，会指导帮助企业双方更好地通
过协调机制来达到双方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立有中
国特色的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
要求。

劳动合同关系的定义篇四

建造师证书目前是本香饽饽的证书呀，考生们开始备考了?，
小编为您提供“2017二建法规考点：劳动合同及劳动关系”，
小伙伴们赶快抓紧时间复习吧!

《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合同分为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无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和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
掌握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与非必备条款，以及试用期的规定。

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劳动者本人，即不得以实物或
有价证券等形式代替货币支付;用人单位拖欠或者未足额支付
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依法向当地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发出支付令。



劳动者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前3日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
合同。

掌握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以及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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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务派遣单位派遣劳动者应当与接受以劳务派遣形式用工的
单位订立劳务派遣协议。

劳务派遣协议应当约定派遣岗位和人员数量、派遣期限、劳
动报酬和社会保险费的数额与支付方式以及违反协议的责任。
用工单位应当根据工作岗位的实际需要与劳务派遣单位确定
派遣期限，不得将连续用工期限分割订立数个短期劳务派遣
协议。

《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中规定，自1995年5月1
日起，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标准支付高于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工
资的工资报酬：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
资的150%的工资报酬;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
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200%的工资报酬;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
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3000a的工资报酬。

《社会保险法》规定，国家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
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保障
公民在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依法从国家
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按照《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时



效期间为一年。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
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
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
年内提出。

《劳动法》规定，劳动争议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
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劳动合同关系的定义篇五

二级建造师你们复习了没有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17
二建法规考点：劳动合同及劳动关系制度，欢迎大家阅读。

《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合同分为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无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和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
掌握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与非必备条款，以及试用期的规定。

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劳动者本人，即不得以实物或
有价证券等形式代替货币支付;用人单位拖欠或者未足额支付
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依法向当地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发出支付令。

劳动者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前3日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
合同。

掌握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以及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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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务派遣单位派遣劳动者应当与接受以劳务派遣形式用工的



单位订立劳务派遣协议。

劳务派遣协议应当约定派遣岗位和人员数量、派遣期限、劳
动报酬和社会保险费的数额与支付方式以及违反协议的责任。
用工单位应当根据工作岗位的实际需要与劳务派遣单位确定
派遣期限，不得将连续用工期限分割订立数个短期劳务派遣
协议。

《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中规定，自1995年5月1
日起，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标准支付高于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工
资的工资报酬：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
资的150%的工资报酬;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
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200%的工资报酬;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
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3000a的工资报酬。

《社会保险法》规定，国家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
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保障
公民在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依法从国家
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按照《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时
效期间为一年。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
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
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
年内提出。

《劳动法》规定，劳动争议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
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