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校毕业生见习期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基本案情 

申请人刘晓丽为 2017 年 6 月 30 日高校毕业生，护理专业，但未取得护士

资格证书。2017 年 7 月 1 日至 2018 年 5 月 2 日申请人在被申请人吴桥县人

民医院护理部见习。被申请人与申请人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口头约定见习期

间被申请人不支付申请人工资，申请人不向被申请人交见习费用。2018 年 5

月申请人在异地医院找到工作。2018 年 9 月 10 日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按吴桥

县最低工资标准 1480 元／月支付见习工资 14800 元，遭到被申请人拒绝，申

请人向吴桥县仲裁委提起劳动仲裁。 

申请人请求 

请求仲裁委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 2017 年 7 月 1 日至 2018 年 5 月 2 日

存在劳动关系；请求仲裁委裁定被申请人为申请人支付 2017 年 7 月 1 日至

2018 年 5 月 2 日所欠工资 14800 元。 

处理结果 

驳回申请人仲裁请求 

理由和依据 

一、 见习是指由各级政府有关部门组织对离校后未就业毕业生到企事业单

位实践训练的就业扶持措施，是一种政府行为。见习期间一般为六个月，最长

不超过一年。见习活动结束后，见习单位对高校毕业生进行考核鉴定，出具见

习证明，作为用人单位招聘和选用见习高校毕业生的依据之一。申请人毕业后



到被申请人处见习的目的是对所学的理论知识、操作技能进行培训和锻炼，以

提高自身的就业能力，从而更快、更好的踏上工作岗位，只是高校毕业生对所

学专业的理论实践，不是劳动法律法规意义上的工作。人社部发〔2009〕38

号文件对见习单位规定了一项具体要求，即应能够为参加见习的高校毕业生提

供部分基本生活补助，并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规定了具体的适用范围。对于《劳

动法》的适用范围，大致上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与

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一类是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

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应当注意两种情况下法律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前一种

情形下，《劳动法》的适用不以签订劳动合同为必要。在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

情况下，双方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也适用《劳动法》的规定；而后一种情形

下，只有双方建立了劳动合同关系的，才适用《劳动法》。 

《劳动法》第二款所指对劳动者的适用范围，包括三个方面：1、国家机

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的工勤人员；2、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组织的非工勤

人员；3、其它通过劳动合同（包括聘用合同）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

体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也就是说，当形成劳动合同关系的用人单位一方主

体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时，只要属于上述三种情形之一的，才适

用《劳动法》的相关规定。被申请人属于事业单位，申请人既不是被申请人的

工勤人员，又未与被申请人签订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不属于《劳动法》的调

整范围。 



三、 申请人作为劳动者不符合主体资格，因为她没有取得护士资格证书，

不符合成立劳动关系的条件；另外，申请人从事的不是有报酬的劳动。此外，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口头约定，也有明显的不成立劳动关系的意思，这一

约定也并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综上三点，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见习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不应当按劳动法

律法规支付见习期间的最低工资，仲裁委驳回了申请人仲裁请求。（河北省沧

州市吴桥县人社局 张立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