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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案例】

    杨某与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约定于 2016 年 5 月 16 日至 6月 19 日期间参加岗前培训，不受考

勤管理，双方约定培训期间补助 3000 元 / 月；2016 年 6 月 20 日至 30 日期间，杨某在该公司处正

式工作，双方约定月工资 5000 元。双方一直未曾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直至同年 6月 30 日杨某被公

司辞退。

    杨某不服，遂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劳动关系、支付工资等。仲裁委支

持了杨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公司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与杨某于 2018 年 5 月 16 日

至 6月 19 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且无需支付相关费用。

【争议焦点 &裁决结果】

    本案争议焦点为：在“岗前培训”期间，是否可认定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已建立劳动关系？

    裁判结果：法院经审理认为，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了劳动关系。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主张，杨某 2016 年 5 月 16 日至 6月 19 日期间属于培训考察期，但该培训系公司安排，培训

期间支付相应报酬，双方存在建立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属于用工范畴。故判决确认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与杨某 2016 年 5 月 16 日至 6月 30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公司应支付杨某该期间工资以及解

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等。

【律师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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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劳动关系首先要确认双方是否符合主体资格，本案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和杨某均符合法

律、法规规定的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

    其次要确认双方是否形成劳动用工关系，本案中在培训期间，杨某的岗位培训系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安排，公司以要求杨某按正常上下班时间打卡形式对其进行了劳动管理。杨某事实上也接受了

公司的劳动管理，双方具有身份上的隶属关系。此外在培训期间，用人单位支付了相应报酬，杨某也

接受了报酬。故双方形成劳动用工关系。

    劳动关系成立，再次还要看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否属于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公司是以杨

某在其岗位上工作为目的为其提供了“ 岗前培训 ”。杨某之所以接受培训也是为了达到从事公司

岗位工作的要求，能够更好地适应公司的经营业务。因此，“岗前培训”活动构成了公司整个经营

业务活动的一部分，与公司经营息息相关。故杨某看似在进行岗前入职培训，实际是在从事广义上

的劳动工作。由此可见，这里的岗位培训也是用人单位的用工行为。

    蓝海提示：实践中，不少企业抱着试用的心态组织新员工培训，一旦发生争议就否认劳动关系。

但是入职培训期和劳动关系存续期并不冲突。培训期间不能仅仅因为劳动者从事的活动与本职工

作无关，就否认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劳动关系的认定要从多方面角度予以考察。首先，用人单位

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其次，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

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再则，劳动者提供的劳

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

    故在岗位培训期间用人单位应依法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依法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并按

约定支付劳动报酬且执行最低工资标准规定，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切不可认为岗位培训期间双方

不建立劳动关系而怠于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以致承担相应的违法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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