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章  员工关系管理 

 

本章分值分布 

年度 单选 多选 案例分析 

2017 年 5 题 5 分 2 题 4 分 -- 

2018 年 3 题 3 分 2 题 4 分 -- 

2019 年 5 题 5 分 1 题 2 分 4 题 8 分- 

2020 年 4 题 4 分 2 题 4 分 -- 

2022 年补 6 题 6 分 1 题 2 分 —— 

 

本章知识结构 

 

 

 

 

第一节 员工入职、在职及离职管理 

 

 员工关系是指员工与企业管理方之间相互作用的行为，既包括双方因为签订雇佣契约而产生的法律关

系，也包括社会层面双方的人际、情感甚至道义伦理等关系。 



 员工关系管理是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一个特定领域，指企业通过制定和实施各项人力资源政策以及其他

管理沟通手段调节企业和员工、员工与员工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从而促进组织目标实现及员工发

展。 

 

（一）外部招聘过程中的各阶段歧视分类 

1.发布招聘广告阶段 

（1）性别歧视；用人单位往往对女性就业进行各种限制，虽然不能证明他们工作能力的差别，但是获得工作

的机会却不均等。 

（2）年龄歧视；单位在招用员工时提出了苛刻的年龄条件，使有能力从事某种职业的人无法获得该工作。 

 

（3）经验歧视；是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一种“新趋向”。近几年，要求求职者具备工作经验已成为很多用人

单位的招聘条件，使大学毕业生或其他刚踏入社会的青年成为经验歧视的受害者。 

（4）学历、院校歧视。不少用人单位借此提高求职者的学历标准，结果造成用人的高消费现象。 

 

2.简历筛选阶段的歧视 

（1）户籍歧视。主要表现在对持农村户口和外地户口的劳动者的歧视。 

（2）地域、星座、属相、血型等刻板印象歧视。 

（3）民族歧视。用人单位往往以比饮食习惯或其他生活习俗为理由拒绝少数民族求职者。 

（4）婚姻状况、怀孕歧视。 

 

3.甄选阶段的歧视 

（1）身材、相貌歧视 

（2）性格歧视 

（3）健康歧视 

（4）残疾人歧视 

 

【例题·单选】以下属于甄选阶段歧视的是（  ）。 

A．年龄歧视   B．户籍歧视 

C．民族歧视   D．健康歧视 

【答案】D 

【解析】年龄歧视属于发布招聘广告阶段的歧视； 

户籍歧视与民族歧视属于简历筛选阶段的歧视。 

 

【例题·单选】关于招聘中歧视的说法，错误的是（  ）。 

A．企业只招录容貌较好的求职者，属于相貌歧视 

B．非本地户籍劳动者容易受到户籍歧视 

C．经验歧视的对象是有丰富工作经验的求职者 

D．企业通过制定苛刻条件限定女员工生育的做法，属于怀孕歧视 

 

【答案】 C 

【解析】本题考查发布招聘广告阶段的歧视。经验歧视是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一种“新趋向”。近几年，要

求求职者具备工作经验已成为很多用人单位的招聘条件，使大学毕业生或其他刚踏入社会的青年成为经验歧

视的受害者。 

 

（二）招聘广告 

  在性质上属于要约邀请，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受聘的劳动者需要要求将广告的内容写入合同条款中，变为合同的内容。才能使用人单位受到招聘广告

的约束。 



 

（三）录用信 

  以信函的方式传递录用信息的方法，其法律含义是一种“要约”。根据《 民法典》规定，要约就是希望和

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这个意思应当内容具体明确，并且经受要约人一旦作了承诺，就要受到意思表示

的约束。因此，录用信会对用人单位产生法律约束。 

  发放对象主要是针对中高层岗位或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岗位的候选者。 

  在经过了背景调查和体检之后签订的劳动合同，具有比录用信更高的法律效力。 

 

录用信的主要内容 

主要内容 核心要点 

关键条款 

薪酬水平 

福利待遇 

岗位安排 

职责权限 

解除条件 

体检不合格 

未能提供办理用工手续的有效文件 

资格证明文件不真实 

未在规定期限内回复 

 

【例题·多选】以下属于录用信中的解除条款的是（  ）。 

A．薪酬水平 

B．福利待遇 

C．必须体检合格 

D．提供的资格证明文件真实 

E．岗位安排  

 

【答案】CD 

【解析】本题考查入职管理的内容；解除条件：体检不合格；未能提供办理用工手续的有效文件；资格证明文

件不真实；未在规定期限内回复。 

 

（四）入职体检 

  入职体检在法律风险规避方面的意义是避免劳动者已经患职业病的风险。对基础性疾病的排查也可以减

少工伤法律纠纷的产生。 

  体检工作一定要在签订劳动合同之前完成，在这个阶段，用人单位还掌握主动权，可以根据体检结果来

考虑是否录用求职者。 

  用人单位不能带有歧视性的检测项目，如乙肝项目测试，可能带来法律风险。 

 

（五）试用期 

  试用期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后为互相了解、选择而约定的不超过 6 个月的考察期。 

  在劳动合同中约定试用期时，应注意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 

  劳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者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 80%，并不得低于

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在试用期内，人力资源部门依据试用期工作任务和岗位说明书的要求，对新员工进行工作和业务技能考

核，符合要求的应予以留用。否则，可以以“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提前 3 日通知，解除劳动关系。 



  在试用期内，劳动者离职不承担培训费用。  

 

【例题·单选】以下对于试用期说法不正确的是（  ）。 

A．试用期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后为互相了解、选择而约定的不超过 6 个月的考察期 

B．在劳动合同中约定试用期时，应注意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   

C．在试用期内，劳动者离职不承担培训费用 

D．劳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同等最低档工资或者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 70%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入职管理的内容；劳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同等最低档工资或者劳

动合同约定工资的 80%。 

 

（六）三方协议 

1.三方协议的界定和作用 

  三方协议即就业协议书，系“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的简称。三方协议是毕业生、用人单位、

毕业生所在学校三方为了明确毕业生就业择业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而签订的书面协议。 

 

三方协议的主要作用： 

（1）学校统计就业率、派遣毕业生的依据； 

（2）毕业生办理个人档案和户口的依据；； 

（3）用人单位申报进人指标的依据； 

（4）毕业生与用人单位之间即将确立劳动关系的依据； 

（5）明确了毕业生、用人单位、学校之间相关的权利和义务，追究违约方违约责任的依据。 

 

2.三方协议的法律效力分析 

  三方协议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具有法律效力。三方协议依法成立后对三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

约束力，三方当事人均具有遵守的义务。三方协议是三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产物，符合《合同法》简单合

同的构成要件。其中，学校仅仅是登记者或认证者的身份，并不产生实际的约束，故三方协议的权利和义务

主要针对毕业生和用人单位。三方协议中约定违约方应该承担违约责任，无论是毕业生还是用人单位均要受

其约束。三方协议的法律效力低于劳动合同。 

 

（七）应届毕业生录用管理 

  应届毕业生与一般员工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对公司期望要求过高、职业发展困惑、处理人际关系欠佳、

职业技能不够熟练等方面。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应届毕业生对劳动力市场及自身情况不了解，工作经验缺

乏造成的。 

  此外，为尽量减少应届毕业生违约，企业应明确三方协议中违约金条款的法律适用和金额问题。  

 

【例题·单选】和应届毕业生与一般员工在录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差别，正确的描述是（  ）。 

A．应届毕业生职业发展困惑 

B．一般员工对公司期望要求过高 

C．应届毕业生善于处理人事关系 

D．一般员工职业技能不够熟练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应届毕业生录用管理。应届毕业生与一般员工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对公司期望要求过高、

职业发展困惑、处理人际关系欠佳、职业技能不够熟练等方面。义务关系而签订的书面协议。 

 

【例题·多选】以下对于三方协议说法正确的是（  ）。 



A．三方协议的法律效力高于劳动合同 

B．是学校统计就业率、派遣毕业生的依据 

C．是毕业生办理个人档案和户口的依据 

D．三方协议是毕业生、用人单位、毕业生所在学校三方为了明确毕业生就业择业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而

签订的书面或者口头协议 

E．用人单位、学校之间相关的权利和义务，是追究违约方违约责任的依据 

 

【答案】BCE 

【解析】本题考查三方协议；A 选项三方协议的法律效力 

低于劳动合同；D 选项三方协议是毕业生、用人单位、毕 

业生所在学校三方为了明确毕业生就业择业过程中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