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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在山东省青岛市近日举办的高校
毕业生专场招聘会上了解岗位信息。

（梁孝鹏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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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主管口头辞退通知后，张倩始终
未看到正式的离职证明。与公司沟通无果
后，张倩通过上海人社App申请仲裁调
解，公司却拒绝调解。迫于无奈，张倩前
往劳动监察大队投诉公司在其试用期期间
拖欠工资、拒不开具离职证明，随后她前
往劳动仲裁委员会立案。不久，张倩便收
到了公司拖欠的工资与离职证明。几天
后，仲裁委开庭，张倩与公司签署了仲裁
委开具的庭后调解书，公司同意了张倩的
全部诉求，赔偿两倍经济补偿。

拿到赔偿后，张倩感慨道：“感觉劳
动维权并没有之前想象中那么困难，最终
结果还是很理想的。”

李叔凡提示，面对不同的劳务陷阱，
劳动者应该以不变应万变。有一些流程需
要牢记：先去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监察

大队投诉反映违法事实；如果无法解决问
题，去“劳动争议仲裁调解委员会”申请
劳动仲裁，“仲裁”是“打官司”的前置
程序；如果对仲裁结果不满意，可以再去
法院打劳动官司。一旦起诉，之前的劳动
仲裁结果自然无效，不用单独要求撤销。

“维权的重点在于程序，注意先后顺
序。”李叔凡谈到，“除了上述的维权程
序外，有很多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也可
以介入劳资纠纷之中，有时候更为便
捷。比如工会组织、行业协会，女性朋
友可以找妇联”。

在调查过程中，一位遭遇试用期陷阱
的应届毕业生在与记者约好采访后却临时
爽约，细问原因，对方表示自己最近在专
心备考，无法分出更多精力维权，同时她
的父母也担心公司会恐吓、报复或是维权

之后劳动仲裁记录会影响她继续求职，不
再支持她维权。

对此，李叔凡认为不必太过担心，
“首先不要怕，因为用人单位一般不会对
咱们的人身安全产生危害。他们图的是
利，不公正的劳动关系，目的是给他们创
造额外利润，再大的分歧也不至于从民事
劳动纠纷升级到刑事犯罪。其次一定要敢
于维权，我们国家劳动领域的立法非常完
善，而且倾向于保护劳动者权益，法律有
了，需要的是我们去运用、去实践”。

对于劳动仲裁记录是否会影响劳动者
继续求职，某人力资源服务外包公司市场
经理俞路安表示，这种情况仅存在于部分
公司，绝非主流。

面对许多人对仲裁记录影响求职的担
忧，李叔凡为劳动者们提供了另外一种思
路：“我们正常维权获得了法律支持，新
的用人单位却对此很介意，不想录用，那
这样的公司不去也罢！保不齐也和之前的
公司一样处处是坑。其实，我接触过的许
多正规公司，调查出来求职者用法律维权
并获得应得权益是加分项，恰恰说明求职
者理性、有规则意识、懂得用公力救济替
代私力救济，这样的员工一定会给公司创
造价值。”

有10年从业经历的资深人力资源师
李木子谈到试用期陷阱时表示，劳动者
首先要对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知
识有基本了解。其次在签署劳动合同
时，一定要认真核对：看合同名称，别
签成劳务合同；看公司主体，别签成外包
合同；看约定的试用期时长；看公司对这
一岗位的考核要求；看公司的培养模式
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双方针对试
用期意见不一致或遇到问题时，要摆正心
态，以专业职场人的身份平等地与对方
沟通、谈判，不能唯唯诺诺，不敢为自
己争取权益，这在用人单位看来反而是
非常减分的行为。

“劳动维权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张倩遇到的情况并非个
例，在社交媒体平台，有不少
关于延长试用期、试用期期满
前被辞退、试用期期间不交社
保、工资打折扣、恶意拖延不
签劳动合同等的维权帖、求助
帖，很多年轻网友聚集在帖子
评论区，讨论如何申请劳动仲
裁、如何维护合法劳动权益。

应届毕业生付小艺则遭遇
了“试岗”陷阱。在招聘软件
上与某培训公司简单沟通后，
对方通知她来“试岗”，工作两
天后，付小艺被通知试岗结
束，她并不适合这个岗位。可
当付小艺向公司索要工资时，
却被告知试岗期没有工资。

“我干活了凭什么不给我
钱？”不服气的付小艺上网查询
相关资料后，向公司提出要申
请劳动仲裁，对方态度立刻转
变，提出可以向付小艺支付100
元作为两天工作的工资。付小
艺搬出劳动合同法，“试用期工
资应当由单位按照劳动合同的
约定和劳动者当月的实际工作

天数来按月结算。单位发给劳动者的试
用期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
档工资或者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百分之
八十或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一番交涉
后，对方同意按照广州当地最低工资标
准2300元/月给予结算，向付小艺支付
114元工资。

付小艺告诉记者，不少人都在社交
媒体平台上讲述，自己有过无薪试岗的
经历，但大多都不太清楚试岗期与试用
期的区别。

在现实中，许多人都将试岗期与试
用期混为一谈，两者虽然只差一个字，
概念却差别很大。试岗期并非法律概
念，我国劳动法中并无相关规定。实践
中，法院会认定试岗期约定无效，并根
据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用人单位自用工
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认定
公司与员工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并且该
试岗期很可能会被法院认定为试用期。
用人单位同劳动者约定无薪试岗期没有
法律依据。

民商法律师、知名普法博主李叔凡
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刚毕业的大学生
急于求职的心态往往容易被人利用，常
见的陷阱有以下三种：一是入职前用人
单位要求交保证金，劳动合同法第九条
明令禁止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提供担
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
之所以如此规定，就是发现实际生活中
有些用人单位并无招工需求，就为了骗
取劳动者的保证金，入职之后设置不合
理或根本无法实现的考核标准；二是不
签订劳动合同或者不给合同原件，虽然
法律规定是否形成事实劳动关系与是否
签订劳动合同无关，但如果用人单位
不签合同，就要警惕对方心术不正，可
能想在劳动者维权时增加举证成本；三
是试用期期间劳动者遭遇不公正对待，
试用期不缴纳社保、试用期工资低于最
低工资标准、被老板随意辞退等都是违
法的。

“试用期不是老板的任性期，劳动者
在试用期内也不是弱势群体，试用期同
样享有法律权利。”李叔凡指出，“在试
用期或平时工作中，如果大家感觉受到
了不公正待遇，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劳
动合同法，该法文字表述相对通俗易
懂，一查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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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职者日前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互联网行业专场招聘会现场与用人单位交流。
（郝昭 摄 新华社发）

25岁的张倩今年4月在上海找到一份工作，与用人单位约定3个月试用期，眼看着就要转

正，主管却通知她试用期延长一个月，一心求稳的张倩只能无奈接受。没想到刚过半个月后，她

竟收到了主管的口头辞退通知。郁闷的张倩打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当看到试用期

最长不超过6个月、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等法条时，她决定开启自己

的劳动维权之路。

如今，一些经历了秋招、春招的年轻人刚刚踏入职场，却又遇到了以“试用期”为名的陷阱。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前不久发布了一则“试用期避坑指南”视频，提醒劳动者警惕试用期

期间的各类陷阱，注意采取合法手段防范用人单位出现的“假试用、真使用”的行为。

试用期不能成为权益保护真空期
假试用、真使用？

李木子提到，找她咨询的大部分企业
员工与应届毕业生，更多会询问“如何提
高面试通过率”等问题。“关于试用期的问
题，许多人都是遇到事了才会想到咨询。”

“试用期的劳务纠纷问题一旦产生，
如果毫无准备，劳动者再怎么沟通，大概
率就是两个结果，要不就是被迫离职，要
不就是去申请仲裁。我建议大家将问题前
置，早做准备来规避试用期可能遇到的风
险问题。”李木子说。

李叔凡也认为，规避试用期可能遇到
的陷阱，劳动者需要在入职前对企业做背
调：通过企业查询软件看这家公司的官司
多不多，近期有没有重大的人员变动和资
本增减情况，公司成立后的业务量多寡，
公司风评如何等。“这些细节往往能真实
反映公司的实际情况，便于我们做出正确
的选择。”李叔凡说。

李木子以在咨询中被问到最多的“试

用期考核不合格遭辞退”为例，“现实情
况是，很多员工听到即将被辞退的消息时
已经蒙了。在入职时他们没有跟企业沟通
考核标准，不知道试用期结束应该做到什
么样的成绩。企业最后含糊其辞地说你不
合适，你也无力反驳。”

李木子提示广大劳动者，入职后除了
签署劳动合同外，也要积极主动地与领导
沟通绩效考核的指标和标准，了解需要在
试用期内达成什么样的结果。“一般正规
的公司都会将这些考核指标纳入公司系
统，如果你所在的公司没有，就需要你自
己去做留痕，比如以微信或发邮件的方式
向对方确认考核指标，确认后，你就按照
考核指标一条条去做。指标都达到以后，
公司再说你试用期考核不合格，你手里有
证据，才会有底气去沟通。”

就算对方已经通知你离职，作为劳动
者仍然有为自己争取的空间，比如可以跟

用人单位沟通能否加强培训，或者要求调
换岗位，“这些都是作为劳动者应有的合
法权益”。

李木子在与应届毕业生沟通时发现，
他们获取到的各类职场碎片化信息越来越
多，却并不知道如何灵活运用到实际中解
决自己的问题。

“拿试用期维权这件事来说，网上到
处充斥着教大家如何维权、如何劳动仲裁
的碎片化内容，但关于引导大家提前规避
试用期风险，在职场中如何与领导、与公
司沟通岗位、薪资、考核指标等问题，让
自己远离风险，这方面的系统化内容却很
少。”根据自己多年以来帮助企业校招的
经历，李木子认为，“除了加强市场监
管、提升劳动者个人风险意识外，传授系
统化的劳动保护知识，高校应该可以做得
更好”。
（谭思静吴欣宇黄冲，载《中国青年报》）

早做准备规避试用期可能遇到的风险

近日有媒体报道，部分企
业为了避开试用期用工成本，
选择无薪培训轮岗、签短期无
薪上岗协议等违法方式“试
用”员工，让本该拿到报酬的
劳动者白干活。一些企业抱怨
着生存不易，把“我太难了”
挂在嘴边以降低求职者的就业
预期，转过头来就把企业的

“难”转嫁为劳动者的“难”。
更有甚者，个别企业从一开始
就打定主意法外逃薪，明面上
用转正机会诱惑劳动者，背地
里试用一批裁掉一批，以此获
取免费劳动力。当企业突破了
法的底线，任何漂亮的借口都
不能为其开脱。对企业侵犯劳
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必须及
时纠偏。

员工应如何试用，《劳动
合同法》 有明确具体的规定：
一方面，法律不承认单独的试
用期合同，劳动合同仅约定试
用期的，试用期视同为劳动合
同期；另一方面，劳动者在试
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
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者劳动合
同约定工资的百分之八十，并
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
低工资标准。不难看出，企业
利用劳动者急于求职的心态，
诱导他们签下的免费劳动合
同，实质上是一种“霸王条
款”“城下之盟”，从法律上而
言是无效的。政府的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门要为劳动者兜
住底线，查处违法试工的企
业，并支持劳动者合法维权，让局部失衡的
劳企关系恢复平衡。

但一味地指责企业，恐怕并不能从源头
上解决矛盾。大多数企业在员工试用方面，
的确有本难念的经。不少企业对员工在求职
阶段的过度包装感到头疼：试用期一般不会
让员工进入核心业务，考察难以全面，而一
旦转正后若发现员工与期望的能力不匹配，
不仅解约需要支付补偿金，再招人还有时间
成本的损失。而即使在试用期间发现员工并
不符合要求，在司法实践中也常因无法举证
遭遇败诉。长此以往，有的企业就总结出了
一套规避试用期的套路。

不能为违法找理由，更要为完善想办
法。就业不景气、企业试工成本较高既然是
客观存在的现象，政府部门就应发挥好引导
调节作用，帮助劳资双方更好地磨合。比
如，鼓励企业完善试用制度，在劳动合同订
立时细化考核指标。劳动仲裁机构可通过合
规培训或以案释法，帮助企业了解如何在法
的框架下合理试工。再如，建立用工“红黑
榜”制度，让那些真正想招人、提供就业岗
位的企业享受便利，给那些蠢蠢欲动想打擦
边球的企业提个醒。在劳动者层面，可通过
高校、人才市场等节点，加强普法与教育，
既让更多劳动者懂得合法权益所在，也倡导
务实应聘、诚实劳动的观念，争取让个人能
力与岗位要求更匹配。

（袁媛，载《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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