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莞劳动律师,企业遇劳动纠纷怎么办,找法小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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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  13794801226

产品详情

企业要注意啦！这些情况的劳动纠纷，企业几乎都会败诉！

企业法律风险中，劳动纠纷不在少数，根据法小保劳动律师多年的法律从事经验得知，企业遇到以下这1
0种情况的劳动纠纷基本都会败诉！到底是哪些情况呢？企业遇劳资问题怎么办？法小保劳动律师给大家
一一罗列出来！

01、不签订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法》明确做出规定“工作满一个月未签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需支付双倍工资”。

很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主不知道法律的规定，或者以为不签劳动合同就可以随时解雇员工，不需要给
员工上社会保险，可以避免法律责任，所以都不愿意员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这种情况下，只要员工能
证明自己和企业存在劳动关系，那么企业几乎百之百的需要支付未签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

02、劳动合同遗失

还有些企业，虽然与员工签订了劳动合同，但由于其公司管理不严，导致劳动合同遗失或者被员工离职
时拿走由企业保管的劳动合同。当员工向企业主张双倍工资差额时，企业无法证明已经事实上签过了劳
动合同，从而败诉。

03、劳动合同到期不续签



有些用人单位以为与劳动者签订一份劳动合同之后就完事大吉，没有注意合同是否到期，或者虽然注意
到合同到期了但不以为意，从而导致当员工与企业发生矛盾时，员工以没有续订书面劳动合同为由要求
用人单位支付工资时，用人单位只能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04、未约定试用期录用条件

大部分企业都知道，员工不符合录用条件是《劳动合同法》规定的试用期内企业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条
件。所以，当员工以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为由，将企业告上劳动仲裁庭时，企业大多主张其辞退是因为员
工不符合录用条件。

然而，当仲裁员要求企业出示证明员工不符合录用条件的证据时，企业却什么也拿不出来，因此被认定
为违法解除。造成这种囧境的主要原因是用人单位未在合同或规章制度里约定试用期员工的录用条件，
从而也就无法证明员工不满足录用条件了。

05、制度未做公示

很多企业为了规范员工的行为，制定了完善的规章制度。但依据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规章制度需经过
民主程序制定且经过公示方能对员工生效。当企业援引该未公示规章制度与劳动者解除合同时，在劳动
纠纷中就会因为该规章制度未公示而不被仲裁或法院认可。

06、做了公示但未留证据

有时企业明明已经将制定规章制度公示了，甚至还实际适用了很久，但由于其未留下公示的证据，一旦
员工不承认企业通过合理方式公示了该规章制度，企业同样要面临规章制度不被仲裁或法院认可的困境
。

07、考勤记录未经员工签名

很多企业都在公司规章制度或者劳动合同里写明了，旷工或经常迟到是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行为，
企业有权解除劳动合同。但由于很多企业的考勤是人工考勤，只有员工自己或者负责考勤人员的签字，
却没有员工的签字确认。由于该证据极易被伪造，所以一旦员工不认可该考勤的真实性，这种人工考勤
就无法作为证据使用，从而使企业的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没有事实依据而被认定为违法。

08、不能胜任为由解决合同程序不合法

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了企业可以员工不能胜任工作为由解除劳动合同，而企业常常容易在适用该条
款解除劳动合同时，忽略了法条还规定了一个前置条件即：经培训或调整工作岗位。经培训或调整工作
岗位是适用的不能胜任工作解除劳动合同的前提，不满足这个前提就会被仲裁机构或法院认定为违法解
除劳动合同。

同理，当时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为由解除劳动合同时，也存在一个与劳动者协商变更劳动合同不能
达成一致的前提，如果用人单位未履行该前置程序，同样会被认定为违法解除。

09、解除劳动合同的文书未送达

企业在做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后，常常因为员工已经离开了企业或者当面送达给员工时被拒收，就没
有采取其他措施向员工送达并保留送达的证据。根据民法的一般原则，意思表示要送达才发生效力，所
以未送达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即未发生法律效力。所以当企业提交的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作为双方劳动



关系已经解除的证据时，只要员工否认收到了该决定，仲裁机构和法院即会因为该决定没有送达而不予
认可。

同理，其他的法律文件如没有送达员工，同样不会被仲裁机构或法院认可。

10、滥用解除权

很多企业常常以如“与企业发展方向不符”、“不符合企业文化”等一些自以为很合理的理由解除与员
工的劳动合同，在仲裁或诉讼依然认为自己的决定合理合法。

事实上，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对企业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及程序做出了严格限定，任何不是依据劳动法
或劳动合同法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均是非法的，这种解除行为，当然会被认定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承担不利后果。

企业遇劳资问题怎么办？更多企业劳动纠纷问题及防范解决技巧，请看法小保www.fxbf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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