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承揽合同和雇佣合同的区别标准(优秀5
篇)

合同是适应私有制的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而出现的，是商品
交换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合同是适应私有制的商品经济的
客观要求而出现的，是商品交换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合同
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合同。下面是
我给大家整理的合同范本，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
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承揽合同和雇佣合同的区别标准篇一

甲方：(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以下简称乙方)

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本着平等、互利、互惠、友好、自
愿的原则，遵照《合同法》及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就装
修承揽合同达成以下约定，供双方共同遵守：

一、工程概况

1、甲方将德惠超市马边店涂料、油漆房屋装修工作，交由乙
方完成，乙方将根据自己专有的技术完成本合同约定内容。

2、分项工程单价：1、仿瓷：5.00元每平方米(含材料及人
工)。2、乳胶漆：9.00元每平方米(含基层腻子及人工)。3，
墙纸粘贴：6.00元每平方米。4、清水漆：15.00元每平方
米(喷漆，门及其他道具的线条不另计费)。5、以上单价均按
实际着漆面积计算，造型顶按水平投影面积按实计算，不按
展开面积计算，不按板材计算。

3、工程量：按工程验收的实际工程量计算



4、施工工期：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工期，总工期为18天。

二、付款方式：

1、乙方进场7天后由甲方支付所完工程量工程款的60%作为工
程前期借支款。

2、工程竣工交验合格，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95%，
剩余5%为工程质保金，质保期为6个月。

三、甲方责任

1、办理好工程开工的手续，提供工程地质资料和工程施工图。

2、工程所需的所有原材料由甲方提供并保证质量;

4、在乙方确保质量和工期任务完成的前提下，按合同规定付
款给乙方，不得无故拖欠;

6、甲方项目部根据工程总进度的要求进行施工安排，乙方应
当服从甲方安排及管理。

三、乙方责任

3、乙方要保证材料利用率，不得浪费、破坏，不得更换甲方
提供的原材料;

4、乙方应遵守甲方有关施工安全等相关规定，做到文明施工、
安全施工。

四、质量要求

1、严格按照甲方要求施工。

2、仿瓷墙面必须平整光洁(即压光)。



3、需要做乳胶漆的部位必须平整且着漆均匀、手感舒服。

4、造型石膏板顶及隔断必须贴填缝带。

5、木制道具清水漆必须喷。

8、甲方在使用过程中，如出现工程质量问题，乙方应在接到
甲方通知后3日内组织人员维修，超过3日乙方未进行维修的，
甲方可另请他人，费用由乙方承担。

五、安全施工与检查

3、施工进程中，甲方有权监督乙方执行项目的安全制度和安
全规定，对于违反项目安全制度规定的行为和安全隐患，甲
方有权要求乙方整改并限期完工，乙方同时还应接受与其他
施工人员同等的处罚。

六、违约责任

2、乙方应在约定的时间完成工作成果，除天气影响、停水停
电、不可抗力因素外，乙方不得延长工程期限;如因甲方原因
造成工期延误，则工期顺延，由此造成的误工费由甲方承担，
以签证单为依据;因乙方原因造成工期延误，给甲方造成损失
的，应承担相应的赔偿金，同时每延误一天，乙方应按合同
总价款的5%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延误超过2天时，甲方有权解
除本合同，并不再支付合同尾款。

七、合同解除

1、合同履行完毕后，本合同自动解除;

2、合同履行过程中，经双方协商一致，可提前解除本合同;

3、合同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不可抗力因素，导致本合同无法
继续履行，任何乙方均可要求解除本合同，无需承担违约责



任。

八、合同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应协商调解，协商不
成的，应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九、合同履行过程中，有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一致，可签
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合同
一式2份，甲乙双方各执1份，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合同附件作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签章)：乙方(手印)：

地址：地址：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复印件附后)

本合同签约代表人：电话

承揽合同和雇佣合同的区别标准篇二

雇佣合同劳动合同和劳务合同区别就在下面，欢迎各位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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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于在司法
实践、劳动行政执法中对这三类合同的认识产生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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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规定，被我国的劳动法理论界和司法机关认为是劳动合



同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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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可以这样定义劳动合同，那么其他合同也就可以简单多
了，例如，买卖合同是合同双方建立买卖关系、明确双方权
利和义务的协议。

但是，这种规定根本不能反映出买卖合同的特征。

我国《合同法》第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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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劳动合同是一种私法上的合同，是一种雇佣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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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指出的是，劳动合同亦称为劳动契约，在国外还称为雇
佣合同或雇佣契约 。

判断一个合同是不是劳动合同，不能仅仅看它的名称，关键
看它是否符劳动合同的构成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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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法典》、《瑞
士民法典》、《中华民国民法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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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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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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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提交的民法典专家建议稿对雇佣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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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教科书对雇佣合同定义为“雇佣合同，指雇佣人与受雇
人约定，由受雇人为雇佣人提供劳务，雇佣人向受雇人给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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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称为
第一层次的劳务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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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层次的劳务合同又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债务人以自
己的劳力、技术、智能等为债权人完成一定的工作，并将最
终工作成果向债权人提交的合同;第二类是以自己的一定行为
供债权人消费的合同，这一类合同从一定的角度也可以称为
劳务合同(本文称为第二层次的劳务合同)，雇佣合同、委托
合同、居间合同可以归入这类。

第二层次的劳务合同这一类劳务合同，又可以分为两类，一
类合同中的劳动提供者有较大的自由，可以根据自己得能力、
判断，概括地为债权人提供劳动，例如委托合同、居间合同;
另一类合同中，劳动提供者完全根据债务人的指示提供劳动，
自己很少有选择的权利，这一类和同可以称为劳务合同(本文
称为第三层次的劳务合同)，例如雇佣合同、劳动合同、劳务
输出合同。

从最狭义的角度讲，劳务合同是以他人对自己负有的根据自
己的指示提供一定劳务向他人提供劳务的合同，比较常见的
是单位之间的借调合同、劳务输出合同等，本文讨论的就是
这一类劳务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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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受雇人作为第三人履行劳务提供人对劳务接人的
债务，劳务接受人作为第三人履行雇佣人对受雇人提供劳动
条件和劳动保护的`债务;劳务接受人对劳务提供人的劳务债
权由第三人受雇人履行，受雇人对雇佣人的劳动保护和劳动
条件债权由第三人劳务接受人履行。



虽然受雇人直接向劳务接受人提供劳动，但受雇人与劳务接
受人之间没有合同关系。

我国现在的劳务合同主要由两种，国内的劳务合同(一般称为
借调合同 ，现在多直接称为劳务合同)和跨国劳务输出合同，
由于跨国劳务输出合同劳务履行地在国外，具有涉外性，法
律适用就更加复杂。

劳动合同一种特殊的雇佣合同，二者必然既有相同点，又有
不同点。

二者的相同点主要是：

1、二者都是私法上的合同。

二者的当事人法律地位是平等的，以双方当事人相对立的意
思表示的合意而成立。

虽然劳动合同的订立必须符合法律的强行性规定，但合同所
约定的内容，仍属私法上的法律关系。

当然，也有人认为是一种具有公法关系性质的私法关系 。

2、都以给付劳务为目的。

这两类合同的目的在于劳动者(受雇人)依约定向雇佣人提供
劳务的行为，而不在于实现雇佣人的预期利益。

这是同承揽合同、委托合同不同的。

在承揽合同、委托合同中，订立合同的目的在于实现定做人、
委托人的预期利益，承揽人、受托人给付劳务的义务仅是作
为手段性义务或附随义务。

3、二者都是继续性合同。



作为给付劳务的合同，受雇人给付劳务不可能是一次性的，
必须在合同存续期内持续的实施给付行为，因此是继续性合
同。

4、二者都是双务有偿合同。

在这两类合同中，受雇人必须依约提供劳务，雇佣人必须依
约支付报酬，双方当事人都负有义务，并且双方的义务具有
对价性，任何一方从对方取得权利均需付出代价，因此是双
务有偿合同。

5、二者都是诺成合同。

这二类合同经过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即可以成立生效，而不
以当事人一方的交付为成立生效要件，因此是诺成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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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主体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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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不同国家由于社会背景不同，劳动法的适用范围不同，
因而劳动合同的雇佣人不同国家也有差异。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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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法》第19条的规定，我国的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
面形式，是要式合同。

当然，也有一些国家对劳动合同的形式没有要求，例如法国、
德国 。

3、二者受国家干预的程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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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揽合同和雇佣合同的区别标准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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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揽合同和雇佣合同的区别标准篇四

委托合同和雇佣合同是生活中最常见的2种合同，随着我国经
济的飞速发展，人们之间的经济交往越来越频繁，这两种合
同的种类日趋多样化，分界线也日趋模糊，在审判实务中经
常出现竞合的现象，这给审判实务带来不便。本文试从基本
概念入手，分析其特征，从法理上阐述两者的区别，以供在
审判实践中予以参考。

承揽合同和雇佣合同的区别标准篇五

答辩状

答辩人：陈森林，男，19年月日生，汉族，平度市人，住平
度市云山镇赵庄村。

被答辩人：付仁山，男，1958年10月28日生，汉族，平度市
人，住平度市万家镇仁里家村。

被答辩人：付仁国，男，1956年2月16日生，汉族，住址同上。
被答辩人：付仁锋，男，1962年10月21日生，汉族，住黑龙
江省尚志县庆阳镇白江泡村。

因被答辩人诉答辩人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现依据本案事
实和有关法律，提出答辩如下，请合议庭充分考虑。

答辩人不是本案的当事人，请贵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答
辩人是受拖拉机车主胡秀敏的委托经陈志功介绍找到付立冬
为胡秀敏打捞拖拉机。拖拉机的所有权不归答辩人，被答辩
人将答辩人列为本案被告，很显然属于诉讼主体错误。

即使答辩人是本案的被告，那么本案中被答辩人的弟弟付立
冬与答辩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承揽关系，而不是雇佣关系，
其诉讼请求也不成立。



关系的内容，而不是双方当事人的主观描述，因为雇佣合同
和承揽合同有如下区别：

1.雇佣关系是以提供劳务为目的，客体是劳务；承揽关系则
是以完成工作成果为目的，客体是工作成果，劳务仅作为完
成工作的手段，这个工作成果在合同订立时却不存在的，而
是要通过潜水来完成，因此承揽注重的是工作成果，而不是
工作本身。

2.在完成工作时，雇员在一定程度上要听从雇主的支配和指
挥，而承揽人与定做人之间则不存在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
承揽人须独立的完成工作任务。

3.雇员在从事雇主分配的任务时通常使用由雇主提供的工具
或设备，自己并不准备工具设施。而承揽人由于依靠自己的
技术、设备和劳力独立完成定作人交办的事务，所以都使用
自己的工具设备。

4.雇佣关系是定期支付报酬，承揽关系则多为按工作成果结
算。

不承担赔偿责任”。请贵院依法判决答辩人对承揽人付立冬
的人身损害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依法驳回被答辩人诉讼请
求。

此致

平度市人民法院

答辩人：陈森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