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签合同支付双倍工资的期限(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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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
合同书的格式，你掌握了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合同
范本，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不签合同支付双倍工资的期限篇一

新劳动合同法要求公司与员工必须以书面方式签订劳动合同，
公司如果不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将面临如下的法律风险/法律
后果：

1.支付双倍工资。《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用人
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
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2.无法约定劳动者的试用期。用人单位不签订劳动合同，对
新招员工就难以约定试用期，直接招用，不仅需要增加试用
期期间的支出，而且容易带来用人风险。

3.难以稳定员工和技术人员。如果用人单位不签劳动合同，
职工可以说走就走，无需提前一个月打离职报告，法律不追
究其责任。技术人员也同样。如果用人单位与技术人员不签
订劳动合同，不仅可以说走就走，无许承担培训费用。

4.难以保护商业秘密。每个企业或多或少有商业秘密，不签
劳动合同，无法通过劳动合同增加条款，很难保护企业的商
业秘密。

5.难以进行竞业限制。企业要对劳动者进行竞业限制，主要
针对高技能人才，不签订劳动合同，无法通过劳动合同作出
竞业限制，采用其他办法很难收效。



6.被迫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
第三款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
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如果用人单位被迫与劳动者签订立无固定期限
的劳动合同，对用人单位利益将造成较大影响。

7.在动争议处理中企业十分被动。不签劳动合同，责任主要
在是企业。一旦产生劳资争议，企业拿不出重要依据——劳
动合同，违法在先，按照法律规定，必须承担诸多不利后果。

通过上面的介绍，大家都应该知道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更重，
也就意味着不签劳动合同企业所承担的法律责任比劳动者更
多。因此，作为企业，必须牢固树立起一个观念：“用人就
必须及时签订劳动合同”，不然带给企业的就是更重的责任。

不签合同支付双倍工资的期限篇二

用人单位不签劳动合同将面临强大罚则, 关联条款：

“第十条 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
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的，劳动关系自用
工之日起建立。

第十四条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
无确定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有下列情形之一，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订立劳动合同
的，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应当订立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
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第八十二条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
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
工资。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的，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
付二倍的工资。”

解读：

形成劳动关系，就应当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形成劳动关系而
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法律上称之为“事实劳动关系”。
本条主要针对签订劳动合同的时间以及事实劳动关系的法律
责任作了严格的规定。

用人单位不愿意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原因有二：一是受
降低用工成本的驱动，不签劳动合同有可能逃避为职工缴纳
社会保险的义务，降低解雇职工时支付经济补偿金等成本；
二是现行法律规定当中，用人单位不签订劳动合同承担的法
律责任仅是员工可以随时辞职、单位终止双方关系的须支付
员工工龄经济补偿金以及小额的罚款等―――较轻的法律责
任对用人单位的这种行为没有强有力的处罚措施。

新规定中，首先对签订劳动合同的时间做了明确的界定。应
当说，该条规定的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的时间还是较为宽泛的，但超过这个时间仍未订立书面合同，
用人单位须向员工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超过一年仍未订立
书面劳动合同，则视为用人单位与员工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以上处罚规则非常严厉。

可以预见，新法实施后，用人单位将不敢“玩火”不与员工



签订劳动合同。对于用人单位来说，将来考虑的重点应转向
如何在管理中采取各种强化措施，建立单位内部严格的劳动
合同签订纪律，禁止或防范出现员工不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的现象，避免与员工形成事实劳动关系。

随着劳动合同法这个新规定的实施，那种认为“劳动合同是
保护员工合法权益的文件”的传统观点将发生变化，劳动合
同将逐渐成为“保护用人单位和员工合法权益的文件”，用
人单位必须日益重视起劳动合同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重要性。

不签合同支付双倍工资的期限篇三

用人单位未依法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其做法违反
《劳动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
劳动合同。

已建立劳动关第，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
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的，劳动关系自用
工之日起订立。

同时，第八十二条规定，该企业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
满一年未与你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你每月支付二倍
的工资；第十四条规定，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您订立书
面劳动合同的，视为与你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与此
同时，如果该企业没有办理保险手续的，还应依法为你缴纳
社会保险金。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必须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
动合同，这是劳动合同法所重点强调的。依据《劳动合同法》
第10条、第82条经以及《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7条规定：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
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



月未满一年的期限内，仍然没有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的，用人单位就已经构成违法。此时应当每月支付双倍的工
资。如果用人单位在用工之日起已经满一年，仍然没有与劳
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此时视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经签订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这时法律给用人单位的惩罚是：支付
两倍工资，并立即补签书面劳动合同。

不签合同支付双倍工资的期限篇四

试用期到底要签不签合同

每年的开春之后，正是各大公司单位招聘之时，也是应届毕
业生找工作的大好时候，不过，由于初入社会，对劳动法不
甚了解，很多毕业生都不知道试用期到底要签不签合同。劳
动合同双方可以不约定试用期，也可以约定试用期限，试用
期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即试用期应包括在劳动合同期限内，
试用期期间，用人单位也应依法为员工参加社保。在试用期，
劳动者可随时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在试用期内证明
劳动者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也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试用期多
长，也不是单位说了算，按国家有关法规，劳动合同期限在6
个月以下的，试用期不得超过15日;劳动合同期限在6个月以
上1年以下的`，试用期不得超过30日;劳动合同期限在1年以
上2年以下的，试用期不得超过60日。试用期包括在劳动合同
期限中。非全日制劳动合同，不得约定试用期。在实践中，
确实有不少用人单位口头与劳动者约定3个月或6个月试用期，
但不签订劳动合同。试用期满后用人单位认为试用合格，就
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如果用人单位认为不符合录用条件，就
解除劳动关系。实际上用人单位这种做法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试用期存在的前提是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没有签订劳动合
同，就不存在试用期一说。用人单位只约定试用期而未签订
劳动合同的，视为不存在试用期，双方发生劳动争议将按照
事实劳动关系进行处理，单位往往要“吃亏”。



既然在劳动争议中，单位的这种做法要吃亏，为什么很多单
位又决口不提签合同的事了?这就是因为一些无良公司抓住大
学生法律常识薄弱的弱点，企图钻空子，怀着侥幸的心理，
提醒广大大学生，一定要知法懂法，当自身权益受到损害的
时候还要会用法。

注：查看本文相关详情请搜索进入安徽人事资料网然后站内
搜索试用期可以不签合同吗。

不签合同支付双倍工资的期限篇五

可以说用人单位不给劳动者签劳动合同是很常见的事，但随
着劳动者法律意识的提高，就会追究用人单位不签劳动合同
的责任。到底用人单位不签订劳动合同有哪些法律责任，接
下来我们一起看看相关知识。

(一)用人单位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

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
的，将面临如下法律风险和后果：

1.行政责任

用人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1)用人单位故意拖延不订立劳动合同的;

(2)用人单位提供的劳动合同文本未载明本法规定的劳动合同
必备条款或者用人单位未将劳动合同文本交付劳动者的。

2.民事责任

(1)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1个月不满1年未与劳动者订立
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2)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的，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
支付二倍的工资。

(3)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1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
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4)用人单位故意拖延不订立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提供的劳
动合同文本未载明本法规定的劳动合同必备条款或者用人单
位未将劳动合同文本交付劳动者的，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二)劳动者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

自用工之日起1个月内，经用人单位书面通知后，劳动者不与
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书面通知劳动
者终止劳动关系，无需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