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毕业生求职应防哪些“坑”？

【案例1】
签不签书面劳动合同不

重要？ 重要！

接到单位发来的入职通知，
小董兴奋得一宿没睡着。 可是，
自办理了三方协议等离校手续，
小董到单位上班已经快2个月了，
单位一直未提签劳动合同的事。

小董心里有点忐忑， 遂提出
签约事宜， 单位说有入职通知、
三方协议等书面约定， 签不签书
面合同不重要， 小董将信将疑。

小董想知道不签书面合同，
劳动者会面临哪些风险？

【点评】
劳动合同和三方协议、 入职

通知的作用不同， 它是职工与用
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直接证
据。

按照 《劳动合同法》 规定，
建立劳动关系， 应当订立书面劳
动合同， 且合同中应当具备双方
基本信息 、 合同期限 、 工作内
容、 工作地点、 工作时间、 休息
休假、 工资、 社会保险、 劳动保
护等必备条款。 一旦发生劳动争
议， 一份合法有效的劳动合同往
往能成为职工维权的有效 “武
器”。

相反， 如果不签劳动合同，
虽然职工的劳动权利一个不能
少 ， 可是 ， 一旦合法权益被侵
犯， 比如单位不缴社保、 拖欠工
资、 发生工伤事故后不给付工伤
待遇等， 职工在维权时首先要确
定自己与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
系。 而确定存在劳动关系往往要
通过申请仲裁或提起诉讼来解
决。 这样， 不仅费时费力， 甚至
还会因为举证不力而败诉。

【案例2】
试用时间长短由单位说

了算？ 法定！

小茹大学毕业后经过一段时
间的奔波， 终有一家大公司愿录
用她， 可公司提出试用期要长一
些。 考虑到找份好一点的工作不
易， 小茹只好答应。 于是， 双方
签订了一份2年期的劳动合同 ，
其中约定小茹的试用期为5个月。

谁知，5个月试用期快满时，

公司又以小茹经考核不符合录用
条件为由将她解雇。小茹认为，公
司这样做，目的是通过“漫长”的
试用期换来廉价的劳动力。

那么， 刚刚步入职场的大学
生遭遇此种情况该如何维权呢？

【点评】
《劳动合同法》 第十九条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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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 试用期的长短必须
在上述法定的范围内约定。

本案中， 小茹的劳动合同期
只有2年， 可公司竟然与她约定
了5个月的试用期 ， 显然违法 。
由于小茹的试用期只能按法定的
最长期限2个月来确定 ， 所以 ，
在2个月的试用期届满后， 应当
视为小茹已自动转正。 小茹自动
转正后， 公司再以不符合录用条
件辞退她， 即属于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 因此， 小茹可以要求公司
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支付违法
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案例3】
岗前培训期间可不支付

工资？ 支付！

营销专业毕业的小郑拿到一
家商贸公司的录用通知后， 按要
求参加了半个月的岗前培训。 培
训结束后 ， 双方签订了劳动合
同。 其中， 合同约定其试用期为
2个月， 试用期内月工资4000元。

小郑本想拿到头一个月工资
后给父母买些礼物尽尽孝心， 结
果却很失望。 因为， 他只拿到了
2000元钱 。 对此 ， 公司的解释
是： 岗前培训期间小郑并未从事
具体工作， 怎么会有工资呢？

蒙圈的小郑表示， 他不理解
公司说法。 于是， 向劳动监察部
门反映此事。

【点评】
公司给小郑的解释明显违反

法律规定。
其一， 《劳动合同法》 第七

条规定：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
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 。”

由此看出， 是否办理正式的入职
手续、 是否签订劳动合同等， 并
不影响双方劳动关系的建立。

其二， 劳动关系产生于劳动
过程中， 而职业培训也是劳动过
程的组成部分。 企业组织岗前培
训， 是为了让员工上岗后更快、
更多地创造经济效益。 员工只要
完成了培训学习任务， 就实现了
该阶段的劳动过程。

其三， 岗前培训是 “开始用
工” 的一种形式。 员工参加岗前
培训要接受单位的领导管理， 双
方已存在着人身隶属关系， 显然
企业已经开始用工。 小郑参加岗
前培训， 属于已经提供了劳动，
商贸公司理应支付其培训期间的
工资。

【案例4】
服务期适用于所有劳动

者？ 非也！

小卢入职后参加了公司举办
的为期一周的岗前培训， 培训内
容包括公司业务概况、 开展业务
技巧 、 角色认识等 。 培训结束
后， 公司以为小卢提供了专项培
训为由要求签个服务期协议， 小
卢稀里糊涂地就签了。

该份服务期协议载明， 公司
向小卢提供专业培训花费2万元，
小卢须工作满5年后方可离职 ，
否则， 应支付高额的违约金。 1
年的合同期满后， 小卢想要换个
工作， 却被公司约定的违约责任
唬住了， 不敢轻举妄动。

小卢想知道， 这份服务期协
议是否有效？

【点评】
该份服务期协议无效。
《劳动合同法》 第二十二条

规定：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
专项培训费用， 对其进行专业技
术培训的， 可以与该劳动者订立
协议， 约定服务期。 劳动者违反
服务期约定的， 应当按照约定向
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据
此， 单位只有提供了专项培训待
遇， 才可以与劳动者约定服务期
和违约金。

专项培训具有以下属性： 一
是须属于专业技术培训， 包括专
业知识和职业技能培训， 不包括
诸如业务概况、 工作技巧、 从业

注意事项等； 二是须是委托第三
方开展， 企业内部培训不算； 三
是企业会支出有凭证的培训费、
差旅费等。

对照专项培训的上述属性，
岗位培训显然不属于专项培训待
遇， 故公司与小卢签订的服务期
协议及违约金条款均无效， 小卢
不受该服务期协议的约束。

【案例5】
试用期内可随便炒鱿

鱼？ 不行！

小韩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科
技公司做文秘工作， 双方签订了
2年期的劳动合同， 试用期为2个
月。

小韩曾在一家单位的文秘岗
位实习过半年， 学到不少技巧，
基本功较扎实， 入职科技公司后
更是不敢有丝毫懈怠， 做事认真
负责。 不料， 在试用期满后， 他
竟收到了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决
定。

小韩想问个明白， 可公司不
给任何解释， 还说既然是试用就
像买东西时试用一样， 不满意可
以随时退货。

那么， 真实情况是公司所说
的那样吗？

【点评】
试用期内辞退员工， 不仅不

能随心所欲， 而且必须有充分的
理由。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九条
规定： “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 ， 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 (一) 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
符合录用条件的……” 所谓不符
合录用条件， 是指劳动者实际上
不符合用人单位招工时要求的条
件和标准， 如相关业绩考核不合
格等。 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
因用人单位作出解除劳动合同、
减少劳动报酬、 计算劳动者工作
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
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本案中， 公司解聘小韩却不
拿证据来说话， 只以试用期为借
口， 显然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面对这种违法解约， 小韩有权要
求该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
支付相当于经济补偿金二倍的赔
偿金。 潘家永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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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我丈夫有小型汽车驾

驶证。 到新公司后因工作
所需， 他又办理了增驾手
续， 申领了大型货车驾驶
证。 在获得该证5个月内
后， 他在驾驶大型货车时
车毁人亡。

鉴于该大型货车已投
保商业险， 我曾要求保险
公司给予理赔， 但遭到拒
绝。 对方的理由是： 我丈
夫增加准驾车型的一年内
属于实习期， 期间发生交
通事故不属于理赔范围。

请问 ： 该理由成立
吗？

读者： 姜丽丽

姜丽丽读者：
保险公司的理由不能

成立。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

和使用规定》 第六十四条
第一款、 第六十五条第一
款分别规定： “机动车驾
驶人初次申请机动车驾驶
证和增加准驾车型后的12
个月为实习期” “机动车
驾驶人在实习期内不得驾
驶公共汽车、 营运客车或
者执行任务的警车、 消防
车、 救护车、 工程救险车
以及载有爆炸物品、 易燃
易爆化学物品、 剧毒或者
放射性等危险物品的机动
车； 驾驶的机动车不得牵
引挂车。”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
机动车辆商业保险示范条
款 》 第 二 十 二 条 规 定 ：
“下列情况下， 不论任何
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 财
产损失和费用， 保险人均
不负责赔偿： …… （二 ）
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 ……4.驾驶与驾驶证
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合
的机动车。”

依据上述规定， 你丈
夫在实习期内驾驶大型货
车， 符合保险免赔情形。

然而， 《机动车驾驶
证申领和使用规定》 第十
四条规定： “申请增加准
驾车型的， 可以申请增加
的准驾车型为大型客车、
牵引车、 城市公交车、 中
型客车、 大型货车、 小型
汽车、 小型自动挡汽车、
低速载货汽车 、 三轮汽
车、 普通三轮摩托车、 普
通二轮摩托车、 轻便摩托
车、 轮式自行机械车、 无
轨电车、 有轨电车。” 因
此， 增加申领大型货车驾
驶证， 并不属于初次申领
机动车驾驶证的范围。

由于 《机动车驾驶证
申领和使用规定》 第六十
四条、 第六十五条规定中
的相关内容， 是针对初次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的驾驶
人员在实习期内的限制性
规定， 并没有包括申领增
驾驾驶证的驾驶人员， 所
以， 你丈夫是在已有小型
汽车驾驶证的基础上增驾
至大型货车驾驶证， 不属
于初次领取驾驶证的人
员， 保险公司不得据此拒
绝理赔。 颜梅生 法官

近日， 读者杨某向本报反映
说， 其同事李某曾向她借款80万
元用于经商， 并在她支付现金后
出具了借条。

双方发生诉讼后， 李某虽承
认借条系其所写， 但否认她支付
过现金， 并称她家不可能随时
有那么多现金。 李某还以此为
由， 辩称借贷行为并没有实际发
生。

而法院也以杨某没有提供任
何证据证明现金来源， 判决驳回
了她还本付息的诉讼请求。 她想
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法律分析
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

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规定》 第15条规定： “原告仅依
据借据、 收据、 欠条等债权凭证
提起民间借贷诉讼， 被告抗辩已
经偿还借款的， 被告应当对其主
张提供证据证明。 被告提供相应
证据证明其主张后， 原告仍应就
借贷关系的存续承担举证责任。
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
并能作出合理说明的， 人民法院

应当结合借贷金额、 款项交付、
当事人的经济能力、 当地或者当
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 、 交易习
惯、 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
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 综合判断
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

上述规定表明， 在大额尤其
是巨额现金交付民间借贷纠纷
中， 如果借款人否认已经交付现
金， 出借人仅凭借据不能视为完
成了举证责任， 而需要进一步提
供证据如银行转账凭证、 票据支
付凭证等证明现金的来源或组
成。 只有出借人提供证据所证明

的对象达到高度可能性时， 才能
视为完成了举证责任。

与之对应， 杨某虽然提供了
借条， 但在李某以其 “不可能随
时有那么多现金” 为由， 辩称借
贷行为并没有实际发生且符合常
理的情况下， 其应提供证据证明
自己经济能力 、 财产变动等情
况， 解答所涉巨额资金的来源或
组成， 以帮助法官综合判断查证
借贷事实是否发生。 本案中， 杨
某没有提供证据证明80万元现金
来源或组成， 因此， 只能承担不
利后果。 颜东岳 法官

有借款人亲笔所写借条，出借人为何不能讨还借款？

又到一年就业季， 怀揣着梦想走出校园的莘莘学子们， 在求职时需要放下身段， 但也
不能处处委曲求全， 在入职前要全面了解劳动法律法规， 尤其要注意防范用人单位在签
约、 试用期、 培训、 服务期、 解约等方面的花招。 即使这样， 一旦自己不幸踩进求职路上
的 “坑”， 也应大胆地通过正常渠道依法维权。

增加准驾车型后出车祸
保险公司不能一概拒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