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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曹某于 2019 年 4 月 10 日进

入上海某广告制作有限公司，担
任绘图员。双方签订《劳动合同
书》，约定劳动合同期自 2019 年
5月1日至2022年4月30日止，其
中试用期自2019年5月1日起至
2019年10月31日止。在试用期
期间，曹某多次因绘图质量被部
门领导要求返工。公司对于曹某
的工作表现并不满意，于是公司
向曹某邮寄了《解除劳动合同关
系通知书》，称因曹某在试用期内
的工作表现不符合公司的录用条
件，与曹某解除劳动合同关系。
随后，曹某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公司支付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庭审中，曹某称入职前公司
从未告知过录用条件，并且自己
刚到公司还尚未完全适应工作
要求，所绘制的图稿经部门领导
指出后，自己都是加班加点完成
的。自己完全有能力胜任绘图
员的职位要求。而公司辩称，
对于众所周知的道理，不需要
专门进行告知。作为一名制图员
其所制之图多次被部门领导要
求返工就是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表现。

【争议焦点】
用人单位解除与尚在试用

期内的曹某的劳动关系之行为
是否合法？

【裁决结果】
用人单位以劳动者不符合

录用条件为由解除双方劳动合
同时，负有证明义务。公司首先
应证明其已规定了明确、具体的
录用条件并已经告知曹某；其次
应当证明曹某不符合录用条件
的事实。本案中，公司未能提供
其规定了明确、具体的录用条件
和告知了曹某以及曹某不符合
录用条件事实的证据。因此，不
能依此得出曹某不符合录用条
件的结论，据此公司的解除行为
属于违法解除之情形，应向曹某
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分析点评】
试用期是用人单位对新录

用的劳动者进行思想品德、劳动
态度、工作能力、身体情况等进
行考察的期限。在试用期中，除

有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和第
四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
形外，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
同。用人单位在试用期解除劳
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说明理
由。试用期不是随意期，依照上
述法律规定，用人单位以劳动者
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解除双方
劳动合同时，负有就解除合理性
进行证明和举证义务，否则构成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录用条件是用人单位专门

为试用期劳
动 者 制 定
的 、写 明 劳
动者在试用
期内应当符
合的工作标
准 ，也 是 用
人单位对劳
动者试用期
表现进行考
核 的 依 据 ，
可包括劳动

者的学历、工作经历、专业技术
水平、专业资质、道德水平、身体
状 况 等 要 求 ，不 能 简 单 地 把

“KPI、工作任务、领导评语”等当
作录用条件考核结果。用人单
位以劳动者不符合录用条件为
由解除双方劳动合同时，应注意
审核以下内容：第一、具有可操
作性的录用条件。（一）内容具有
合法性，不能违反法律、法规的
规定。如不得将劳动者婚恋生
育视为录用条件。（二）内容具有
合理性，不能超乎正常范围的认
知。如不得将劳动者完成本岗
位工作无关的内容设定为录用
条件。（三）内容具有客观性，不

能带有主观评价色彩。如不能
仅仅规定为经部门经理考核合
格视为符合录用要求。（四）内容
可具共性和个性要求，可将劳动
者基本职业要求作为共性条件，
可将特定工作岗位的要求作为
个性条件。第二、录用条件已经
向劳动者告知。录用条件可以
作为劳动合同的附件予以约定
或是单独在录取通知书或其他
文件中告知，并要求劳动者签字
确认；第三、用人单位应就劳动
者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事实进行
举证证明。并在劳动者试用期
结束前，用人单位可按照录用
条件对其进行试用期考核，并
得出劳动者是否符合录用条件
的考核结论。如果认定劳动者
不符合录用条件，解除依据具
备上述条件后，用人单位可合
理合法依程序行使解除权。还
需要注意的是，用人单位解除
的行为必须在劳动合同约定的
试用期内作出。如果不满足上
述条件之一，用人单位解除试
用期劳动者的行为将构成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

（陈艳）

试 用 期 不 能 随 便 解 除
【案例分析】

【案情简介】
王某于2019年5月6日入职

A公司担任会计岗位，双方签有一
份为期 1 年（2019 年 5 月 6 日至
2020年5月5日）的劳动合同，约
定试用期为3个月（2019年5月6
日至2019年8月5日），试用期月
工资为4000元，转正之后月工资
为5000元。试用期满后，A公司
与王某协商延长试用期，王某无奈
同意，后双方签署了书面协议，将
试用期延长至 2019 年 9 月 5 日。
2019年9月5日，王某主动向A公
司提出离职，A 公司一直按每月
4000 元标准结算王某工资
至2019年9月5日。2020年
3月30日，王某获知其法定
权益受到侵害，遂向仲裁委
提出申请，要求：1.按每月
5000元标准支付2019年7月
6 日至 2019 年 9 月 5 日转正
工资差额；2. 按每月5000元
标准支付2019年7月6日至
2019年9月5日违法约定试
用期的赔偿金。

【争议焦点】
双方能否随意约定试用期

期限？
【裁决结果】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十九条

之规定，A公司与王某签署的劳
动合同中所约定的试用期限，以
及变更协议中关于延长试用期的
约定，均与法相悖，经认定其试用
期违法期限为2019年7月6日至
2019年9月5日。因该期限为正
式用工期限，故A公司应按转正
后 每 月 5000 元 工 资 标 准 补 发
2019年7月6日至2019年9月5日
工资差额。另根据劳动合同法第
八十三条之规定，违法约定的试
用期已经履行的，A公司还应按转正
后每月5000元工资标准支付王某
2019年7月6日至2019年9月5日
违法约定试用期的赔偿金。

【案件评析】
试用期是指包括在劳动合

同期限内，旨在为用人单位和劳
动者相互了解和彼此考核而设
定的期间。为了防范用人单位
权利滥用、侵害劳动者权益，劳
动合同法特对于试用期期限、约
定次数、法律后果均予以了严格
规定。

首先，法律对试用期的期限
设定了上限标准。

《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
合同期限三个月以上不满一年
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劳
动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满三年
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二个月；三

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
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六
个月。劳动合同期限不满三个
月的，以及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
期限的，不得约定试用期。”可
见，劳动关系双方可以自愿约定
试用期，但约定期限必须符合上
述法定标准。本案中，A 公司与
王某签署的劳动合同期限为 1
年，但约定试用期为3个月，明显
违反“劳动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
满三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二个
月”的法律规定，之后A公司再次
与王某签署书面协议，将原合同
约定的试用期期限延长至 4 个
月，虽该合同条款变更已经王某

“同意”，系双方协商一致结果，
但同样，因约定期限超过法律上
限，应被认定无效。综上，A公司
两次试用期约定均涉及违法，故
在认定试用期违法期限上应当
予以累计。

其次，法律对试用期的约定
次数上进行了限制。

《劳动合同法》规定：“同一
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
定一次试用期。”本案中，A公司
与王某在劳动合同中已约定过
一次试用期且超过法定期限，试
用期期满后，A 公司再次与王某
协商约定试用期延长，该约定不
仅违反试用期限的法定最高限，
同样也违反了“同一用人单位与
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
期”的规定，应被认定为无效。
那么假设，本案中A公司在未超

过法定期限的情况下可以
延长试用期么？目前实践
中存在不同观点，笔者认
为，虽然延长的试用期期限
未超过法定的上限，亦得到
劳动者同意，但延长试用期
仍可能会被认定为变相的

“第二次试用期”约定，而不
受法律保护。且对于反复、
多次约定试用期，本身违背
试用期设立的初衷，亦不利

于双方诚信履行劳动合同。
最后，法律对违反试用期的

法律后果存在明确规定。
《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

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与劳动者约
定试用期的，由劳动者行政部门
责令改正，违法约定的试用期已
经履行的，由用人单位以劳动者
试用期满月工资为标准，按已经
履行的超过法定试用期的期限
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本案中，
A 公司随意约定试用期，目的无
非是下调劳动者工资待遇，方便
解除劳动合同，但其违法后果
是，用人单位不但要支付正常劳
动报酬的差额，还要承担违法约
定试用期的赔偿金，两者不能替
代。所以，违法约定试用期的代
价较高，用人单位在设定期限时
还是要与劳动合同种类及期限
挂钩，不能随意约定。

（金晶）

试 用 期 长 短 不 能 任 意 约 定

【案例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