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号：

简易劳动合同

（适用非全日制用工）

甲方（用人单位）：

乙方（劳 动 者）：

签订日期：



注 意 事 项

一、本合同文本供非全日制用工参考使用，用人单位

和劳动者可根据需要依法调整相应条款。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六十八条规定，

非全日制用工，是指以小时计酬为主，劳动者在同一用人

单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小时，每周工作时间

累计不超过二十四小时的用工形式。

三、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通

知对方终止用工。

四、非全日制用工小时计酬标准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小

时工资标准。

五、签订劳动合同时，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认真阅读

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一经依法订立即具有法律约束力，双

方必须严格履行。

六、双方同意订立电子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要在订

立电子劳动合同前，明确告知劳动者订立电子劳动合同的

流程、操作方法、注意事项和查看、下载完整的劳动合同

文本的途径，并不得向劳动者收取费用。



甲方（用人单位）

用人单位名称

营业执照
注册地址

实际经营地址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或

者主要负责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乙方（劳动者）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籍 贯



联系电话

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

有效身份证件号码

户籍所在地址

现居住地址
（通讯地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合同法》等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甲乙双方遵循合法、公平、平

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 工作内容

甲方安排乙方在 岗位工作。

第二条 工资报酬

甲方按乙方工作时间以法定货币形式支付劳动报酬，每

小时工资为 元，甲方劳动报酬结算支付周期最长不超

过十五日。

第三条 工作时间

乙方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 4 小时，每周工作时

间累计不超过 24 小时，具体工作时间为：

。

第四条 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

一、甲方根据国家和省、市有关规定对乙方进行安全生

产和操作规程培训，为乙方提供劳动安全和卫生设施，根据



所从事工种的需要向乙方发放劳动防护用品，保障乙方生产

过程中的安全与健康。

二、乙方应遵守甲方安全卫生和生产操作规程，遵守甲

方依法制定的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

三、甲方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为乙方缴纳工伤保险费。

乙方因工作原因遭受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时，工伤保险待遇

按照国家和省、市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条 双方需约定的其它事项:

。

第六条 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双方

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双方应严格遵照执行。

甲方（公章） 乙方（签字或盖章）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委托代

理人（签字或盖章）：

签署日期： 签署日期：



非全日制用工注意事项

一、什么是非全日制用工？

《劳动合同法》第六十八条规定，非全日制用工，是指

以小时计酬为主，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

时间不超过四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二十四小时的

用工形式。

注意：在同一单位中，如果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

四小时，但每周累计工作时间超过二十四小时的。将构成一

般的劳动关系，而不是非全日制用工关系；如果劳动者每天

平均工作时间超过了四小时，即使每周累计不超过二十四小

时，也将构成一般的劳动关系，而不是非全日制用工关系。

二、非全日制用工可以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吗？

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可以订立口头协议，也可以签

订书面劳动合同。但从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和产生劳动争

议举证的角度，我们建议双方还是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三、非全日制用工的劳动者可以兼职吗？

《劳动合同法》第六十九条规定“从事非全日制用工的



劳动者可以与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合同；但

是，后订立的劳动合同不得影响先订立的劳动合同的履行。”

四、非全日制用工有试用期吗？

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不得约定试用期。

五、非全日制合同如何终止？

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通知对

方终止用工。

六、终止非全日制用工用人单位需要支付经济补偿吗？

终止用工用人单位不需要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七、非全日制用工计算和支付报酬有哪些要求？

非全日制用工小时计酬标准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

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非全日制用工劳动报酬

结算支付周期最长不得超过十五日。

八、非全日制用工适用带薪年休假、加班加点、医疗期

等规定吗？

一般情况下非全日制用工不适用带薪年休假、加班加点、

医疗期等规定，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另有约定的除外。

九、非全日制用工是否需要购买社会保险？

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制定了《关于非全日制用工若干问

题的意见》（劳社部发〔2003〕12 号），其中第 12 条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为建立劳动关系的非全

日制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费。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劳动者发

生工伤，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被鉴定为伤残 5—10 级的，

经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可以一次性结算伤残待遇及



有关费用”。

非全日制用工的劳动者可以以个人身份参加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用人单位发放的工资包含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

的费用。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为建立劳动关系的

非全日制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费。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劳动

者发生工伤，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