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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用期的长短。是否适用试用期及
其期限长短均受法律严格限制。劳动合同期限
3 个月以上不满 1 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 1 个
月；劳动合同期限1年以上不满3年的，试用期
不得超过 2个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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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个月。以
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或者劳
动合同期限不满 3个月的，不得约定试用期。
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不得约定试用期。

——试用期的约定次数。同一用人单位
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因此，用
人单位在与劳动者续订劳动合同，或者对劳
动者进行调岗、降职、提拔时，均不得再次约
定试用期。即便是经双方协商一致在原约定
的试用期限基础上延长，且延长后并未超过
法定的长度，也相当于再次约定了试用期。

——试用期的待遇。试用期包含在劳动
合同期限内，劳动合同仅约定试用期的，试用
期不成立，该期限为劳动合同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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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并不
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试用期内的权利。由于劳动者在试
用期内享受全部的劳动权利，所以，企业须
特别注意：一是与劳动者依法签订书面劳动
合同，而不能等到试用合格后再签，否则，要
承担给付 2 倍工资的责任；二是要依法为劳
动者缴纳社会保险，否则，一旦劳动者发生
工伤，企业将承担全额赔偿责任。

——试用期内的解聘。不少企业误以为
试用期内可以随意开除员工，显然属于重大
误区。根据规定，在试用期内，企业解聘劳动
者必须具有法定的理由，包括劳动者在试用
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具有《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 39 条规定的重
大过错情形的；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
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
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
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企业尤其要注意：一是在行使解除权时
应当向劳动者说明理由，且解除理由应当明
确、固定，事后增改是不作数的；二是对“试
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劳动者，
解除行为应在试用期期满前作出。否则，均
会构成违法解除，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合同法》第 87 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支付
赔偿金（经济补偿标准的 2倍）。

作为劳动者一方，在试用期内可以无理
由解除劳动合同，但一定要提前 3 日通知用
人单位，否则，亦会构成违法解除。

潘家永

2023 年 7 月初，刘女士入职某公司
从事运营经理岗位，双方签订了为期 3 年
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其中约定试用期 4
个月，试用期内薪资 16100 元/月、转正后
20000 元/月。

2023 年 10 月底，即刘女士的 4 个月
试用期届满之前，公司组织对刘女士进
行了考核，考核结论是刘女士不符合录
用条件。但鉴于当时运营业务繁重，加之
来不及再招聘运营经理接替刘女士，于
是，公司经与刘女士协商，双方同意延长
试用期至 6个月。

2023 年 1 月 初 ，公 司 重 新 招 聘 到
了 一 名 运 营 经 理 ，遂 以 刘 女 士 试 用 期
内 不 符 合 录 用 条 件 为 由 ，解 除 了 与 刘
女 士 的 劳 动 合 同 。后 双 方 多 次 就 离 职
补 偿 等 事 宜 进 行 沟 通 但 均 未 达 成 一
致 意 见 。

2024年 2月，刘女士向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公司支付违法
解除赔偿金。由于仲裁裁决未支持刘女士
的仲裁请求，刘女士将公司诉至法院。

刘女士认为，当初自己之所以同意
再延长 2 个月试用期，是因为公司承诺只

要同意延长试用期限，届满后就会第一
时间转正。现在公司却在延长试用期后
辞退了她，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公司
应向其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

公司则认为，延长 2 个月后，刘女士
的试用期虽然长达 6 个月，但并未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 19 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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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个月”之规定。因
此，公司以刘女士在试用期内不符合录
用条件为由，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并不
违法。

延长试用期不合法
解除合同系违法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法律对试用期
期间长短、约定次数均进行了严格限制，
这不仅是因为入职前，关于试用期的约
定内容是劳动者决定是否入职的重要考
量因素，也是因为入职后，劳动者与用人
单位即建立从属性用工关系，双方地位
实质并不平等，若赋予用人单位再次与
劳动者约定试用期的权利，则很可能侵
害劳动者的合法利益。

本案中，被告公司在约定的 4 个月试
用期临近届满时与刘女士协商延长试用
期至 6 个月，虽未超过法定最高期限，但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 19 条明
确规定“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
能约定一次试用期”，上述延长试用期的
行为实质为二次约定试用期，应为无效。

另外，原劳动部办公厅《对〈关于如
何确定试用期内不符合录用条件可以解
除劳动合同的请示〉的复函》中指出：“对
试用期内不符合录用条件的劳动者，企
业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若超过试用期，则
企业不能以试用期内不符合录用条件为
由解除劳动合同。”也就是说，在约定的
试用期届满之前，企业既作出了劳动者

不符合录用条件的考核结论，又没有立
即解除劳动合同而是继续用工的，则应
视为该劳动者已经转为正式员工，企业
不得再以“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
条件”为由解除劳动合同。

基于此，被告公司在起初约定的 4 个
月试用期期满之后，以刘女士试用期内
不符合录用条件解除双方劳动关系，构
成违法解除。据此，依法判决被告公司支
付刘女士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一审法院判决后，被告公司不服，提
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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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用期是用人单位和

劳动者为相互了解、选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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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对试

用期作出了规定，试用期的

设立保障了用人单位筛选

员工的用工自主权。但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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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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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约定的试用期满后行使解除权，法院判决企业败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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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用期限及次数有限制

权利义务需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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