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劳动合同和派遣的区别在哪(模板5篇)
随着法治精神地不断发扬，人们愈发重视合同，越来越多的
人通过合同来调和民事关系，合同能够促使双方正确行使权
力，严格履行义务。拟定合同的注意事项有许多，你确定会
写吗？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最新合同模板，仅供参考，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劳动合同和派遣的区别在哪篇一

劳动合同与劳务合同是极易混淆的两种合同，两者都是以人
的劳动为给付标的的合同。劳动合同依劳动法第16条规
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 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的
协议”。而劳务合同通常意义上是指雇佣合同。两者有一定
的区别:

1、合同性质不同。雇佣合同是受雇人为雇佣人提供服务的合
同;劳动合同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确定劳动关系的劳动用
工合同。

2 、合同目的不同。雇佣合同以提供劳务为目的，是以雇佣
人对受雇佣人的劳动行为的支配为合同标的，而劳动合同则
是以劳动者成为用人单位的内部成员为目的。

3、受国家干预的程度不同。雇佣合同更多的体现是当事人的
意思自治，是当事人平等协商一致的结果，国家干预的程度
较小;而劳动合同除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外，更多的内容体
现了国家干预，劳动法对合同的订立程序、用人单位的义务、
工作条件、劳动保护、最低工资、合同的解除等都作了特别
规定，体现了国家对劳动者的特别保护。

4、主体及其关系不同。劳动合同中一方为劳动者，另一方为
用人单位。其适用范围只限于单位用工方面，劳动者在成为



用人单位的内部成员后，遵守其内部的规章制度，必须承担
一定的工种或职务工作，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是领导和被领导
的从属关系。而劳务合同则不具备上述特征。

5、法律调整不同。劳动合同由劳动法调整;雇佣合同应属于
民法调整。虽然合同法没有对其做出明确规定，但司法实践
中适用民法来调整。

6、合同争议的处理程序不同。劳动合同发生争议时，必须经
仲裁前置程序后，司法机关才能介入，争议应适用劳动法的
规定处理，仲裁机构或法院可以裁判用人单位继续履行劳动
合同;同样，合同解除应遵循一定的法定程序。而雇佣合同发
生争议时，法院可直接受理，适用民法的规定处理;解除没有
什么特别程序，双方均可随时解除雇佣关系。

劳动合同与劳务合同是极易混淆的两种合同，两者都是以人
的劳动为给付标的的合同。劳动合同依劳动法第16条规
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 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的
协议”。而劳务合同通常意义上是指雇佣合同。两者有一定
的区别:

1、合同性质不同。雇佣合同是受雇人为雇佣人提供服务的合
同;劳动合同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确定劳动关系的劳动用
工合同。

2 、合同目的不同。雇佣合同以提供劳务为目的，是以雇佣
人对受雇佣人的劳动行为的支配为合同标的，而劳动合同则
是以劳动者成为用人单位的内部成员为目的。

3、受国家干预的程度不同。雇佣合同更多的体现是当事人的
意思自治，是当事人平等协商一致的结果，国家干预的程度
较小;而劳动合同除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外，更多的内容体
现了国家干预，劳动法对合同的订立程序、用人单位的义务、
工作条件、劳动保护、最低工资、合同的解除等都作了特别



规定，体现了国家对劳动者的特别保护。

4、主体及其关系不同。劳动合同中一方为劳动者，另一方为
用人单位。其适用范围只限于单位用工方面，劳动者在成为
用人单位的内部成员后，遵守其内部的规章制度，必须承担
一定的工种或职务工作，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是领导和被领导
的从属关系。而劳务合同则不具备上述特征。

5、法律调整不同。劳动合同由劳动法调整;雇佣合同应属于
民法调整。虽然合同法没有对其做出明确规定，但司法实践
中适用民法来调整。

6、合同争议的处理程序不同。劳动合同发生争议时，必须经
仲裁前置程序后，司法机关才能介入，争议应适用劳动法的
规定处理，仲裁机构或法院可以裁判用人单位继续履行劳动
合同;同样，合同解除应遵循一定的法定程序。而雇佣合同发
生争议时，法院可直接受理，适用民法的规定处理;解除没有
什么特别程序，双方均可随时解除雇佣关系。

劳动合同和派遣的区别在哪篇二

1.劳动合同规定的是劳动者作为用人单位的一个成员，承担
一定的工种或职务工作，并遵守用人单位的内部劳动规则和
其他规章制度;用人单位负责分配工作或工种，按照劳动者劳
动的数量和质量支付劳动报酬，并根据劳动法律、法规和双
方协议约定提供各种劳动条件、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根据
《劳动法》的规定，劳动合同应当具备以下条款：劳动合同
期限、工作内容、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劳动报酬、劳动纪
律、劳动合同终止条件、违反劳动合同的责任等必备条款。

2.而劳务合同的.内容规定的是一方提供劳务另一方给付报酬，
是在意思自治的原则下，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约定的，
法律未作强制性规定。



从适用的法律规范来看

1.劳动合同由劳动法律规范来调整，而劳务合同由民事法律
规范来调整规范。

2.劳务合同在订立和履行的过程中必须遵循民事主体地位平
等的原则，而劳动合同中的劳动者在签订劳动合同时，遵循
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双方的法律地位平等。在劳动
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劳动者必须参加到用人单位的劳动组织
中去，担任一定的职务或工种，服从用人单位的行政领导和
指挥，遵守劳动纪律，双方存在隶属关系。

法律责任后果不同

1.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可能承担行政责任、民事责任甚至
刑事责任。比如用人单位侮辱、体罚、殴打、非法搜查和拘
禁劳动者的，由公安机关对责任人员处以15日以下拘留、罚
款或者警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违反劳务合同一般只承担民事赔偿服务，而不涉及行政和
刑事责任。

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和劳动力使用者在劳动过程中发生的社
会关系。劳务关系是指当事人之间约定，一方在特定或者不
定期限之内，为他方服劳务，他方给付报酬的民事关系。例
如，某单位的10部电梯的维修包给某维修站，维修站派人常
驻这家公司，他虽然在这家公司工作，但与公司不是劳动关
系，而是劳务关系。从理论上讲，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主
要区别有：两者的法律性质不同。劳动合同是确立劳动关系
的依据，属于《劳动法》的范畴，而劳务合同是建立民事、
经济法律关系的依据，属于《民法》、《经济法》的范畴。

合同主体要求不同。劳动合同的主体一方是劳动者，另一方
是用人单位;劳务合同的主体既可以都是公民，也可以都是法



人，或者是公民与法人，劳务合同对主体没有特殊要求。

合同主体的地位不同。

劳动合同签订后，劳动者便成为用人单位的一员;劳务合同的
主体之间并不存在这种隶属关系。

合同的内容不同。

劳动合同的一方当事人———用人单位要为劳动者提供符合
国家规定的劳动条件和劳动保护用品;劳务合同无须规定这方
面的内容。

确定报酬的原则不同。

在劳动合同中，用人单位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及国家的有
关规定给付劳动报酬，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而劳务合同中的
劳务价格是按等价有偿的市场原则支付。

因为劳务合同不属于《劳动法》调整范畴，所以签订劳务合
同不受《劳动法》的限制，比如社会保险费可以不缴等等。

正是由于劳务关系与劳动关系之间的显著差别，一些用人单
位与明明是劳动关系的职工，签订的却是劳务合同，以此逃
避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而不少劳动者由于不是十分了解
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就糊里糊涂签下了劳务合同，以致自己
应有的权利得不到保护。阿华认为，由于某些不法用人单位
利用劳务合同欺骗劳动者的现象越来越多，法律法规应尽快
明确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认定，不能让钻空子者有可乘之
机。

劳动合同和派遣的区别在哪篇三



劳动合同、雇佣合同与劳务合同是具有很大相似性的三种不
同合同，只有劳动合同在《劳动法》中有相应的规定，而且
规定也非常简单，雇佣合同和劳务合同根本就没有法律做出
明确规定，只能根据有关民法理论进行判案，在司法实践中
对这三类合同的认识易产生偏差，雇佣合同 劳动合同。本文
试图对这三类合同进行辨析，以期对这三类合同有一个清晰
的认识。

《劳动法》第十六条规定，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建
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实际上，作为劳
动合同的定义，上述规定是非常简陋的。其主要问题在于没
有对劳动关系进行定义，没有讲清楚劳动关系的特征。正是
由于这样简陋的定义，才使人们常常分不清劳动合同与劳务
合同、雇佣合同的区别。任何定义，都应指出所要定义的对
象的特征，根据这些特征，可以确定对象的内涵和外延。但
是，《劳动法》这一规定，却不能实现这一目的。这一定义，
对合同的主体做出明确规定，但是对客体和内容没有明确描
述。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
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这
种定义，可以使人对买卖合同的概念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不
会同其他合同混淆。劳动合同所定义的劳动关系，其前身就
是民法中的雇佣关系。劳动合同为当事人一方（劳动者）负
有从事工作义务，他方（用人单位）负有支付工资义务的双
务合同。劳动合同是劳动者在从属关系上提供劳动，从事工
作的合同。所谓居于从属关系，系指工作的实施应服从用人
单位的指示。劳动合同的概念，应该体现出劳动关系的内容。
根据比较法的研究，我们可以将劳动合同定义为“劳动合同
是劳动者按照用人单位的指示提供劳动，用人单位支付报酬
的合同。

雇佣合同，我国法律没有进行规定。但是，大陆法系各国一
般都对雇佣合同设有明确规定，例如《法国民法典》 、《德
国民法典》、《中华民法典》（现在台湾省实施），另外，
英美法系国家中的英国也有成文法对雇佣合同进行规定 。我



国制定统一的《合同法》时，在全国人工委委托学者起草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建议草案》 中，专设雇佣合同一章
进行了规定，但是，在最终通过的《合同法》中却没有雇佣
合同。对此，梁慧星先生指出“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
人口的绝大多数是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他们与雇主
（包括企事业单位、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靠缔
结雇用合同、劳动合同和聘用合同来规定，单靠现行劳动法
关于劳动合同的规则是规范不了的，而改革开放以来广大体
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利益未受到应有的保护，各种严重
侵害劳动者权益的事件层出不穷，法院受理大量的雇用合同
纠纷案件苦于没有具体法律规定作为裁判基准，合同范本
《雇佣合同 劳动合同》。建议草案在广泛参考各国保护劳动
者的立法经验基础上精心设计和拟定的雇用合同一章被删除，
是最令人惋惜的 。”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梁慧
星教授主持的课题组向全国人制工作委员会提交的民法典专
家建议稿对雇佣合同又专设一章进行规定。该草案合同编
第15章第301条规定，“雇用合同是受雇人向雇用人提供劳务，
雇用人支付报酬的合同”。 王泽鉴先生指出，雇佣合
同，“即受雇人于一定或不一定之期限内，为雇佣人服劳务，
雇佣人负担给付报酬的契约”。 可见，雇佣合同的这些定义
基本是一致的。

劳务合同是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个概念，但是，对劳务合同的
定义，不但立法没有做出规定，教科书也鲜有讲授。根据给
付的标的，合同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类是以财产为给付标的
的合同，例如买卖合同、赠与合同、借用合同；第二类是以
为劳务给付标的合同，例如承揽合同、委托合同、保管合同、
雇佣合同；第三类是以共同从事一定工作为目的合同，例如
合伙合同 。从最广义的角度讲，第二类合同可以称为劳务合
同，王全兴教授就是在这个角度上使用劳务合同概念的。他说
“劳务合同是一种以劳务为标的合同类型，它包括承揽合同、
基本建设承包合同、运输合同、技术服务合同、委托合同、
信托合同和居间合同等”。劳务合同实际上涉及到两个合同、
三方当事人。一个合同是雇佣人（用人单位或自然人）与受



雇人之间的雇佣合同或劳动合同，另一个是劳务提供者（劳
动合同或雇佣合同中的雇佣人）与与劳务接受者之间的劳务
合同。这种合同与《合同法》规定的融资租赁合同非常相似。
劳务合同是通过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和第三人向债权人
履行债务实现的。《合同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约
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
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
第六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
的，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
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劳务接受人是劳动合同或雇佣
合同的第三人，受雇人是劳务合同的第三人。在劳务合同中，
劳务提供人与劳务接受人约定，由受雇人向劳务接受人直接
提供劳务，劳务接受人向劳务提供人支付劳务费，劳务接受
人在接受劳务的过程中应当提供适当的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
如果受雇人向劳务接受人提供的劳务不符合劳务合同的约定，
劳务提供人应当向劳务接受人承担违约责任。在劳动合同中
或雇佣合同中，雇佣人与受雇人约定，受雇人直接向劳务接
受人提供劳动，雇佣人向受雇人支付劳动报酬，劳务接受人
向受雇人提供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如果劳务接受人提供的
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不符合劳动合同的约定，雇佣人应当向
受雇人承担违约责任。劳务合同履行过程中，雇佣人应当按
照劳动合同或雇佣合同的约定向受雇人支付劳动报酬，包括
工资和保险福利待遇，当然，也可以委托劳务接受人向受雇
人支付劳动报酬。

既然劳动合同是一类特殊的雇佣合同，二者必然具有一定的
区别，其区别主要表现在：

这是劳动合同和雇佣合同产生差别的根本原因。在这两类合
同中，提供劳动的一方（受雇人，也可以称为劳动者）都是
自然人，在这一点上，两者没有差异。雇佣合同，法律对合
同主体没有特别限制，自然人、法人、合伙都可以作为雇佣
人；《劳动法》第2条规定了劳动合同的雇佣人，即用人单位，
包括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国



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

法律对雇佣合同的形式没有要求，根据《合同法》的规定，
既可以是书面合同，也可以是口头合同，是不要式合同。根据
《劳动法》第十九条的规定，我国的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
形式，是要式合同。

雇佣合同作为一种民事合同，以意思自治为基本原则，合同
当事人在合同条件的约定上有较大的自由。国家经常以强行
法的形式规定劳动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干预劳动合同内
容的确定，当事人的约定不能超出法律的规定。当然，劳动
法的规定主要是半强行性规定，所谓半强行性规定，就是国
家规定了用人单位提供劳动条件的最低标准，用人单位与劳
动者约定的劳动条件可以高于国家规定的标准，但是不能低
于国家规定的标准 ，例如最低工资、最高工时，也就是可以
做出一些更有利于劳动者的约定。

雇佣合同作为一种民事合同，发生争议，当事人可以直接向
人民法院起诉，如果雇佣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应向双方选
定的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因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当事人
要向人民法院起诉，必须先向有管辖权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
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
事人不能就是否仲裁和对仲裁机构进行选择。

劳动合同是一类特别的雇佣合同，劳动法有特别规定的，应
当适用劳动法的规定，劳动法没有规定的，应当适用民法的
规定。但是，劳动法的制定是为了保护在经济上居于弱者地
位的劳动者，根据规范目的，劳动法的规定不能适用于民法
上的雇佣合同。

通过定义可以看出，劳务合同与雇佣合同和劳动合同是具有
关联性的不同合同。不同点主要表现在：

劳务合同的主体双方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用人单位。



劳动合同的主体一方是自然人，另一方是用人单位。雇佣合
同的主体一方是自然人，另一方是用人单位或自然人。

劳务合同的劳务提供者是以与自己有劳动关系的他人的劳动
提供劳务，劳动合同和雇佣合同中的受雇人以自己的劳动向
对方提供劳务。

劳务合同涉及到三方当事人，雇佣合同和劳动合同只涉及到
两方当事人。 这些合同的关联性表现在，劳务合同中劳务提
供者必须与他人建立劳动合同或雇佣合同关系，否则，他就
没有劳务可以向劳动接受者提供。 当然，劳务合同也是双务、
有偿、诺成、继续性合同。

劳动合同和派遣的区别在哪篇四

一、雇佣合同、劳务合同的概念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
协议。

雇佣合同是受雇人提供劳动，雇主支付报酬的协议。

劳务合同是为完成某项工作而使用了一方的劳动，另一方向
对方支付报酬的协议。

二、劳动合同与雇用合同的`区别

1、劳动合同的主体不同。

劳动合同的主体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

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企业、
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国家机关、事业单
位、社会团体;雇用合同的主体是雇主和受雇人，雇用合同的



雇主可以是自然人、企业、公司。

2、适用法律不同。

劳动合同属于劳动法调整，是独立的合同种类;雇佣合同属民
事合同的一种，由民法和合同法调整。

3、解决纠纷的程序不同。

劳动合同纠纷不经过仲裁机构的先行处理，人民法院不予受
理;雇用合同是民事合同，纠纷发生后当事人无须经过仲裁，
可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4、形式不同。

法律对雇佣合同的形式没有要求，根据《合同法》的规定，
既可以是书面合同，也可以是口头合同，是不要式合同。

根据第10条的规定，我国的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是
要式合同

三、劳动合同与劳务合同的区别

1、劳务合同的主体可以双方是单位，也可以双方是自然人，
还可以一方是单位，另一方是自然人。

劳动合同的主体是确定的，提供劳动的一方只能是自然人。

2、承担劳动风险责任的主体不同。

劳动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由于在劳动关系确立后具有隶属关系，
劳动者必须服从用人单位的领导，在提供劳动过程中的风险
由用人单位承担;劳务合同提供劳动的一方有权自行支配劳动，
提供劳务中的风险自行承担。



3、因劳动合同支付的称为工资，最低工资、工资支付方式都
要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劳务合同支付的劳动报酬称为劳
务费，主要由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国家法律不过分干涉。

4、适用法律不同。

5、解决纠纷的程序不同。

劳动合同纠纷不经过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的先行处理，人民法
院不予受理;劳务合同是民事合同，纠纷发生后当事人可直接
向人民法院起诉。

劳动合同和派遣的区别在哪篇五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
和义务的协议。劳务合同是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
公民与法人之间，以提供劳务为内容而签订的协议。二者有
着本质的区别：

劳动合同是确立劳动关系的依据，属于劳动法的范畴;劳务合
同是建立民事、经济法律关系的依据，属于民法、经济法的
范畴。

劳动合同的主体一方是劳动者，另一方是用人单位; 劳务合
同的主体既可以都是公民，也可以都是法人，或者是公民与
法人，劳务事同对主体没有特殊要求。

劳动合同签订后，劳动者便成为用人单位的一员，二 者的关
系具有从属性，劳务合同的主体之间并不存在从属关系，双
方始终是相互独立的平等主体，以自己的名义分别履行合同
规定的义务。

劳动合同的一方当事人用人单位要为劳动者提供符合国家规



定的劳动条件和劳动保护用品;劳务合同无须规定这方面的内
容。

在劳动合同中，用人单位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以及 国家的
有关规定给付劳动报酬，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劳务合同中
的'劳务价格是按等价有偿的原则支付。

如果你在企业连续工作xx年以上,企业这样做是不合法的;如
果你只工作了2年,企业的做法符合规定.劳动合同与劳务合同
是极易混淆的两种合同，都是以活劳动为给付标的的合同，
在实践中很难将之正确区分开来;但二者有着本质的不同。劳
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义
务的协议。劳务合同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劳务合同是
指一切与提供活劳动服务(即劳务)有关的协议。狭义的劳务
合同仅指一般的雇佣合同。劳动合同又是从雇佣合同发展而
来的。因此，正确的区分这两种合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
践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