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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aborer’s obligation of explanation is clearly stipulated in the “Labor 

Contract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Labor Contract Law”), which is opposite to the employer’s obligation of notification. 

Economic progress has led to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he labor market. The 

problem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between employers and workers is widespread, 

and even deception and concealment of true information may occur. The law stipulates 

that the purpose of the worker’s obligation to explain is to ensure that the employer 

and the worker can understand and trust each other in an increasingly complex 

market environment, so as to successfully complete the employment. However, this 

regulation has the problem of being too general and unclear. Compared with countries 

and regions with developed rule of law, my country has not yet formed a complete 

system in this respect. This article will sta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borers, combing 

out the legal provisions, and standardize and theoretically explain the system of 

laborer’s accountability, and reflec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ystem of laborer’s 

accounta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islation and practice. The suggestions for 

perfecting this system make this system more compatible with judici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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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劳动者的说明义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下面简称《劳

动合同法》）明确规定的，它与用人单位的告知义务相对。法律规定劳动者说

明义务目的是保障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可以在日益复杂的巿场环境中可以了解并

信任彼此，从而顺利完成雇佣行为。然而该规定存在着过于概括而不明晰的问题，

相较于法治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来说，我国在这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制

度。本文将从劳动者的角度，以对法条的梳理作为切入点，对劳动者说明义务

这一制度进行规范和理论解释，并从立法与实践的角度反思劳动者说明义务制

度的实施，并给岀完善本制度的建议，使本制度与司法实践更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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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劳动者说明义务的解释

“法律非经解释不能适用。”一条生效的法律有必要采用有效的解释方法

进行解释。用人单位告知义务与劳动者说明义务在《劳动合同法》中有专门的

法条对其予以规定，但从条文内容就可以看岀，法律对用人单位更为严格，明

确列举了需要告知劳动者包括工作内容、条件等在内的所有信息。但对于劳动

者来说，法律只概括规定了其应当如实说明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況而

没有具体列举。一般情况下法律义务的设立即意味着不履行义务将会承担法律

责任，而劳动法并没为说明义务设置相应的法律责任，造成实践中不少劳动者

采取欺诈、伪造、隐瞒等手段导致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产生不信任，阻碍了

和谐劳动关系的发展，降低了巿场效率，浪费社会资源。明确劳动者说明义务，

不仅仅可以让用人单位免受欺骗，也可以让劳动者免受就业歧视，更可以让法

官在面对劳动知情权纠纷时有明确的裁判依据。所以，明确说明义务内容及其

法律责任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1.1  劳动者说明义务的规范解释

《劳动合同法》第 8 条规定，“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

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语义可以直接理解为劳动者与用人

单位订立劳动合同时所应当承担的，如实说明自己与该项劳动合同有直接关系

的基本信息。想要履行该义务，劳动者需要满足几个要件：首先是时间要件，

需要是在劳动合同订立之前，反之合同订立之前没有如实说明相关信息，凭借

虚假的条件订立了劳动合同，合同成立后再如实说明是违反该义务的。其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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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要件，告知的需要是与劳动合同相关的信息，与合同无关的信息即使劳动

者进行隐瞒或者伪造，也不会对劳动合同的订立和运行产生影响，不会导致劳

动合同无效。最后，该义务究竟是需要有用人单位询问为前提，即用人单位没

有询问劳动者，此时劳动者是否仍然需要主动说明，法律并没用明确规定。

总之，劳动者说明义务尽管在尚未订立劳动合同时就存在，但在合同订立

过程中的讨价还价行为实质上体现了双方的意思表示，是有理论和法律依据的。

1.2  劳动者说明义务的学理解释

合同是双方当事人协商的结果，其承载着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而说明义

务是缔约过程中的义务，也可称之为先合同义务，它是指合同生效前双方当事

人在订立合同时所应遵守的义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建立劳动合同关系前的

工作详细商谈，属于先合同法律行为，因此这个过程中劳动者所需遵守的说明

义务便是先合同义务，合同虽尚未成立，但若违反该义务也要承担法律责任。

而先合同义务的产生时间，一般会认为是其中一方合同当事人发出的要约到达

另一方时起算。也就是说，劳动者应当在与用人单位磋商时履行说明义务。

同时劳动者说明义务作为一种法律义务，注定会有一项和它相对应的权利，

而这项权利就是用人单位的知情权。想要探究劳动者说明义务的含义，可以从

用人单位知情权入手。劳动者说明义务作为一种义务，则必然有其履行义务的

主体。用人单位知情权的义务主体即为劳动者。反之劳动者说明义务的受众，

也就是被告知对象应当是依法与该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

再来看劳动者说明义务的客体，即为劳动者需要说明的内容，这部分上文

也有提到，法律中并没用像用人单位告知权一样详细阐述，仅仅“与劳动合同

有关的相关信息”一笔带过。因此这将会是接下来一个重点探讨的点。

2  劳动者说明义务的理论基础

2.1  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

诚实信用原则不仅仅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劳动者说明义务就是诚实信用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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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在《劳动法》中的体现。诚实信用原则在订立劳动合同中的作用主要以两种

方式岀现：

首先，如果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产生纠纷诉至法院，双方在订立劳动合

同的谈判过程中是否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是法官判断该劳动合同是否有效的关

键因素之一。a

其次，劳动合同法的目的在于维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劳动巿场活动过程

中的合法权益。在大民法的框架内，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本应是地位平等的，

但事实上，实践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关系往往是财大气粗的资本家与贫弱的

劳动者的关系，二者的实力导致双方地位显然是不平等的，因此目前立法中对

于劳动者的略微倾斜似乎合情合理。b然而事物并不是非黑即白，也并不一定是

弱者对强者错，所以当前法律可能会导致弱势的劳动者一方岀现一些欺诈的行

为，到头来反而是劳动者因为越来越厚的有色眼镜而更难就业。

按照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在劳动合同的缔结阶段，劳动者要诚实的告知

用人单位通常情况下无法主动掌握的与工作有关的基本情况，可以防止浪费时

间和资源，如此一来劳动巿场的效率会随着秩序的提高而上升。c

2.2  劳资双方信息不对称

在实践中，由于劳务双方所拥有的资源不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信

息是不对称的。d

用人单位已经了解公司的整体情况，但在面对劳动者时他们能掌握信息的

唯一来源便是简历与劳动者的自我说明；与此相对的，劳动者一般情况下也只

了解自己的情况，但这正是用人单位所缺乏的，而对于公司的信息尤其是一些

内部信息可以说是不清楚。

例如，如果一家公司要招聘经理，他们就不知道在许多候选人中谁是最好的，

a　张文显．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理论、方法和前沿［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b　王全兴．劳动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

c　郑尚元．劳动合同法的制度与理念［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

d　林晓萍．用人单位知情权与劳动者隐私权的冲突与协调研究［D］．华侨大学，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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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经理选择一家公司时，他也不知道哪家公司最能让他有用武之地。

由于信息在主观和客观上是不一致的，因此在订立劳动合同时提供己方信

息的义务会迫使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相互解释自己的义务并交换信息，避免做岀

错误的決定。

3  劳动者说明义务制度的立法反思

3.1  我国相关法律规定

3.1.1  关于说明程度的规定

关于劳动者工作相关的基本信息，说明到什么程度才算达到法律规定的“如

实说明”，法条并没有给出明确的依据。此外，由于缺乏对招聘条件合法性的审查，

劳动者更缺少诚实说明的动力。由于该条款的笼统性，在实践中很难运用，大

多数情况下是依靠法官自身的法律素养行使自由裁量权来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

3.1.2  关于责任承担的规定

《劳动合同法》中除了对劳动者说明义务进行了概括式规定，也对不履行

义务导致的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有所体现。《劳动合同法》第 26 条规定：以欺

诈使相对方在违背寘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无效。但是，法律也就仅仅止

步于此，至于可撤销的情形没有进一步规定。

简而言之，关于不履行劳动者说明义务的劳动合同的效力，只能通过一些

相关法条进行体系推导，至于责任如何承担，谁来承担等具体问题，《劳动合

同法》目前无法给我们完整明确的答案。

3.2  我国相关法律规定

3.2.1  义务履行方式

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履行义务在实践中的方式有很多，它们主要表现为

两种类型：口头和书面。如果使用书面行使，就会有证据可用于将来的劳资纠纷，

但实际上，中小型私营公司主要使用口头形式。口头说明虽然也有其自身的优点，

但在劳资纠纷的情况下，没有可靠的通知内容依据，此时只能依靠争端各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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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信用。而招聘欺诈的出现一方面也与用人单位没有要求劳动者规范履行说

明义务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3.2.2  说明范围

如果范围太窄，说明义务相对于劳动者的知情权便无法行使；如果范围太宽，

则将侵犯对方的隐私利益。在实务中，用人单位享有知情权，劳动者有权保护

其个人信息。但是因为用人单位用工自主权和对业务管理的需求，二者之间的

冲突是必然的，但不管怎样，一个有明确标准的说明范围仍然是实践中所需要的。

3.2.3  责任承担方式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整部《劳动合同法》中只有第 26 条的合同无效条款

第一项与劳动者说明义务责任有关，即只要涉及到诈骗，一律无效。这种简单

而粗鲁的解决方案可以迅速解决劳资纠纷，但是很难面对各种复杂情形的劳资

纠纷。

3.2.4  举证责任分配

2019 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冋题的

解释》第 13 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

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

证责任”，此规则专门适用于劳动争议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如此看上去是一

套正式的举证责任制度，可以在因说明义务而起的劳资纠纷案件中直接适用。

但是，由于举证责任倒罝本身对举证责任分配的笼统性，宪法按照通常的举证

责任倒置规则来确定要把哪些证明责任倒罝进行倒罝，使得难以将其应用于司

法实践。

4  劳动者说明义务制度实施的反思

4.1  劳动者欺诈

欺诈，是指行为人捏造虚徦的事实告知对方或故意隐瞒真实情況，使对方

据此做岀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应聘过程中，劳动者面临梦寐以求的岗位，想

要尽可能多地展现自己的长处，隐藏自己的缺点，这是应聘的基本策略本没有



·128·
《劳动合同法》中劳动者说明义务制度完善研究 2020 年 10 月

第 2 卷第 4 期

https://doi.org/10.35534/al.0204016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al

什么，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看那个缺点是否与应聘的岗位有关联。e

实务中，劳动者会隐瞒诸如违法犯罪记录、教育经历、是否已婚等情况，

法官审理同类案件大多是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判决违背劳动者说明义务，因欺

诈而订立的合同无效。f

4.2  劳动者受到就业歧视

当前我国缺乏平等就业的概念，由于订立劳动合同时说明范围不明，导致

用人单位在聘用过程中滥用知情权，造成严重的就业歧视。用人单位在聘用劳

动者之前，会对劳动者的基本信息有一定的了解，这使当前的用人单位更容易

以为了工作需要而了解劳动者信息为借口获取个人信息，然后再用其他看似合

理的理由而拒绝雇用，实则是因为各种各样的非正当歧视，导致劳动者无法公

平获得工作的机会。g

4.3  劳动者隐私权被侵害

由于《劳动合同法》没有明确规定劳动者的说明范围，致使用人单位其根

据雇佣管理和业务需求去获悉劳动者的个人隐私时不受限制。

5  劳动者说明义务制度的域外立法借鉴

参考域外立法有利于研究完善国内制度，所以在提出完善我国劳动者说明

义务相关制度的具体建议之前，分析国外的相关立法，尤其是作为大陆法系典

型代表的法国与德国立法。

5.1  法国立法规定

《法国劳动法典》中有这样的规定：用人单位或雇主有权要求劳动者提供

与其所应聘的工作岗位有关的个人信息，劳动者应当将相关信息如实说明，相

e　林明．劳动者伪造入职材料构成欺诈的，劳动合同无效［N］．人民法院报，2019-02-14（007）．

f　马丹艳．劳动者提供虚假学历证书可否认定构成欺诈［N］．中国劳动保障报，2019-11-02（004）．

g　卜丽丽．我国反就业性别歧视立法规制的法律思考［D］．中共中央党校，2018．



·129·
《劳动合同法》中劳动者说明义务制度完善研究2020 年 10 月

第 2 卷第 4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al	 https://doi.org/10.35534/al.0204016

对的，其应聘工作岗位相关范畴以外的个人信息，劳动者可以不予说明。且用

人单位无论通过什么方式获取到劳动者相关信息，这些信息只能用于招聘过程

中判断劳动者的能力是否适任其应聘的工作而不得做其他用途。h

法国《企业招募和个人自由法》，在《法国劳动法典》的既有基础之上，

做出了进一步详细的规定：（1）用人单位不得向劳动者询问、劳动者被询问有

权拒绝说明的事项，例如与劳动者应聘岗位无关的诸如情感家庭、政治立场、

宗教信仰等个人信息。（2）用人单位不得在劳动者不知情或未征得劳动者同意

的情况下，以非法方式获得其个人信息，而应该通过当面交流的方式获取。（3）

在被用人单位询问法律规定以外或与应聘岗位无关的信息时，劳动者不仅仅有

权拒绝说明，甚至可以虚假作答而不承担法律责任。

从上述内容中我们不难总结出：法国立法对劳动者的说明义务划定了范围，

即“用来衡量和判断其水平能否胜任该岗位的个人信息”，且限定了用人单位

获取劳动者个人信息的渠道，并赋予劳动者对无关信息询问的拒绝权。

5.2  德国立法规定

德国在《德国民法典》中作出了要求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劳动合同时遵守诚

实信用原则原则性规定：任何人在订立合同时都要基于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

向对方当事人说明真实且准确的信息，由于一方捏造谎言或隐匿事实，而导致

当事人遭受损失的，由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一方承担责任。

在原则性规定的大方向下，《德国劳动法》也衍生了一系列针对特殊情形

的具体规定，其中有代表性的例如劳动者的主动说明义务：“在劳动关系中，

有必要在劳动合同中如实说明与履行劳动给付义务有关的所有实质性情况。”

与其他国家同类法律的区别在于，关于“与工作能力有直接关联的个人信息”，

劳动者不仅仅要对用人单位的询问进行回答，还要主动去说明用人单位未提及

的，其他与竞聘岗位能力相关的个人信息。德国学界普遍认为，大多数情况下

用人单位未就部分有关工作能力的个人信息询问，此时劳动者可以自行决定是

h　罗洁珍译．法国劳动法典［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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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主动说明。但是根据德国民法所强调的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劳动者应当向

用人单位主动说明那些用人单位难以预料到的，可能将来会导致其丧失工作能

力或其他造成无法履行劳动合同的情况。i

5.3  比较法启示

从德法两国的立法中可以看出，劳动者的说明义务范围都限定在了“是否直

接影响工作能力”，是有其内在合理性的。从用人单位的角度看，其与劳动者签

订劳动合同为的就是让劳动者为其工作提供劳动力，因此用人单位有权了解的信

息也限于和该工作岗位相关的，实现用人单位劳动合同目的所需的这个范畴。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信息失衡，也缺乏有效和可靠的信息

获取方式。雇主很难知道何时工人有特殊情况，不必要求其一一询问不确定的

潜在影响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主动提供信息的义务可以保护雇主的权益，

也不会损害劳动者的隐私权和其他权利，这将是合理的。根据上述德国法律关

于这方面的规定，劳动者通常只会对可能将来会导致其丧失工作能力或其他造

成无法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难以预料到的情况负有主动说明义务。

不同于传统的被动式回答，劳动者被法律设定了主动说明的情况下，自知

其如果不主动说明用人单位应当知晓的信息，会导致劳动合同无法成就或用人

单位的损失，此时仍选择不主动履行说明义务的，法律会将其认定为不作为欺诈。

通过立法来设立主动告知义务，可以有效解决劳资纠纷中劳动者的不作为欺诈，

这一理念应作为参考吸收进我国劳动立法制度中。

6  完善我国劳动者说明义务制度的建议

6.1  划清说明范围

由于《劳动合同法》未明确规定劳动者的说明范围，所以在实践中岀现了

劳动者欺诈和就业歧视的现象。理论上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是双向选择的关系，

i　沈建峰译，雷蒙德·瓦尔特曼．德国劳动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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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上除了极少数能力拔尖的人，大多数情況下用人单位处在绝对优势的位

置，劳动者只能尽可能将自己好的一面多展现，不好的一面的隐藏。j由于需要

进行企业管理，用人单位在招聘时必须得了解劳动者的基本信息。

这就要求我们划清劳动者说明义务的范围，尽可能地规定劳动者和用人单

位的权利义务，取得应聘欺诈与反就业歧视这对矛盾的平衡。

6.2  明确说明内容

根据说明内容的性质、与劳动者个人隐私、所应聘的岗位的关联度，可以

分为一般说明义务和特殊说明义务。

（1）一般说明义务

内容为劳动者基本情况，通常包括以下信息：劳动者年龄、教育经历、工

作经验等方面的信息。k此类信息一般是被动地，附条件地说明，提的问题与工

作岗位无关，涉及个人隐私的可以拒绝回答，不违反说明义务。

（2）特殊说明义务

针对劳动者应当说明，但倘若不主动说明，用人单位也不会注意到的信息，

一般有以下特点：劳动者自身是否存在与所申请的工作岗位不合适的情况。此

类信息劳动者需要主动向用人单位说明，否则就算不履行说明义务。

明确哪些信息应主动向用人单位说明，哪些信息用人单位不询问可以不主

动提，如此一来便可以尽可能减少应聘欺诈和就业歧视的现象。

6.3  完善说明程序

6.3.1  劳动者主体资格的审查程序

（1）劳动者身份审查：劳动者竞聘岗位时，用人单位可以让劳动者提供身

份证、户籍证明等材料以便开展资格核查和身份确认。审查劳动者的身份是避

免应聘欺诈的第一步。（2）劳动者学历证明、工作经历、职业资格证书等材料

j　杜宁宁．论劳动者之缔约说明义务［J］．社会科学家，2014（03）：106-110．

k　巴晶焱，张瀮元．劳动者入职时未履行如实说明义务对劳动合同效力的影响［J］．企业合规论丛，

2018（02）：353-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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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审查。这是证明其能力和经历真实性的可靠依据。

6.3.2  劳动者履行说明义务的程序

（1）签署情况告知表和承诺书

要求劳动者在求职时签署通知书，以书面形式规范自己的言行。劳动者必

须签署保证书，以确保签署劳动合同时提供的信息是真实的，并且没有其他不

适合工作职责的情况。它正式用于规范和限制其言行。

（2）用人单位签发保密协议

基于个人的尊严，公民保护自己的隐私权与了解用人单位的权利之间的冲

突必须增加用人单位的保密条款，以平衡劳动者履行通知义务的义务。如果泄

露或出售他人的信息，用人单位应对劳动者提供的信息负责。它还可以消除员

工担心老板在履行职责时会感到不舒服的信息泄漏的心理障碍。

6.3.3  备案劳动者基本情况信息

为了规范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行为，在结论程序结束时，建立了签订劳动

合同并提交有关劳动者基本信息的程序。一个可以敦促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

劳动合同，另一个可以将劳动者的信息保存在文件中以便于查询，然后再将劳

动争议作为证据。记录的信息应包括劳动者的基本信息，工作形式，工作时间，

合同期限等。

6.4  完善责任承担制度

6.4.1  明确责任的承担范围

（1）无支岀招聘的责任

《劳动合同法》的无效条款可以直接解决问题。即，用人单位可以根据其

单方面解约条款，申请确认劳动合同无效或直接终止劳动合同。也可以将可收

回合同的情况添加到《劳动合同法》，以将它们实际应用于各种形式。

（2）有支岀招聘的责任

如果用人单位花了很多时间、精力、物力和财力来雇用该劳动者，则该劳

动者违反通知义务并且劳动合同无效，则该劳动者必须按比例支付适当的损失。

由于劳动者不履行通知义务，劳动合同无效或用人单位解雇，用人单位必须违

反将用人单位提供的特殊教育费用以及用人单位提供的教育和其他援助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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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通知用人单位的义务。不应超过费用。

（3）自身发生损害的责任

如果首先对劳动者造成损害，则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随后将终止劳动合同。

目前，尚不清楚用人单位关于劳动者不当职业状况的实际情況。通常，无效的

劳动合同是真实的劳动关系，不会影响对伤害的识别。但是，如果以错误的身

份雇用了劳动者并且合同无效，则工伤保险基金将不支付赔偿金，并且由于审

查不当，用人单位必须支付赔偿金。l

但是，如果由于劳动者的虚假身份而使雇佣合同无效，则工伤保险基金将

不支付赔偿金，用人单位必须通过不适当的审查承担部分赔偿金。

（4）使用人单位造成机会利益损失情形的责任

啇业主体存在的目的即营利，现实中因为劳动者未履行说明义务而给用人

单位造成损失，如丧失商业机会等，构成劳动法上对说明义务的违背，造成用

人单位机会损失，要视其过错所占比重与用人单位分担机会丧失的利益差。

6.4.2  增加举证责任的转移

建议采取举证转移的方式，在原被告双方之间转移举证责任，以达到充分

证明相应主张的证明标准。允许双方当事人提出合理的要求，提供合理的证据

证明其主张，并允许当事方充分讨论证券是否符合证券的标准。无法证明您主

张的一方并承担诉讼的风险。举证责任的转移不仅可以使原告之间的举证责任

得到公平的分配，而且多次转移可以帮助恢复问题的真相，帮助法官对案件做

出准确的判断。

结语

由于和谐的劳资关系是劳资双方遵守说明义务的结果，因此劳动义务也需

要意识到合同的重要性。当今的权利保护日益重要，权利越大，义务也就越大。

本文试图通过对劳动者说明义务的分析和研究，探索和完善劳动者说明义务的

内容，以期劳动者说明制度与司法实践更契合。

l　杨兴坤，刘继雁．劳务派遣中工伤保险责任承担与立法完善一一兼评《劳动合同法》相关条款

规定［J］．人民论坛，2014（35）：11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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