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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三方协议是应届大学毕业生实现就业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就业协议书，明确了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彼此之间

的各项权利与义务。三方协议受到法律的保护，签订完成后，无论是毕业生一方还是用人单位一方都不

可以随便违约，如果出现违约的情况将会根据协议中的规定对违约的一方进行处罚。从往年的例子来看，

由于应届毕业生社会经验不足，毕业生中因为三方协议的流程知道得不清楚而最终导致工作丢失，与用

人单位发生冲突与法律纠纷的例子屡见不鲜，本文旨在总结以往案例中应届生因为三方协议而出现的各

种问题，站在毕业生的角度，思考遇到法律纠纷后如何处理，如何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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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ipartite agreement is an essential employment agreement in the process of realizing em-
ployment for fresh college graduates, which clarifies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between the g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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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ates and the employer. The tripartite agreement is protected by law.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signing, neither the graduate nor the employer can breach the contract casually. If there is a 
breach of the contract, the defaulting party will be punished according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agreement. From the example of previous years, due to the lack of social experience, it is not un-
common for graduates to have conflicts and legal disputes with employers because they do not 
know the process of tripartite agreement clearly, this paper aims to summarize the previous cases 
because of the tripartite agreement, standing in the perspective of graduates, think how to deal 
with legal disputes, how to use legal means to safeguard their legal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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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三方协议是一项规定毕业生、用人单位和学校三方在毕业生就业工作中的权利和义务的重要协议。

它能解决应届毕业生户口、人事归属、社保等一系列相关问题。更是每个毕业生将来必须面对的一环，

关系到毕业生最关心的第一份工作如何落实，决定了我们应届生职业生涯的起步，对应届生来说至关重

要。三方协议中任何一环出现问题，都将直接导致毕业生职业生涯起步的失败，对应届生未来发展造成

较大影响。本文旨在总结以往案例中应届生因为三方协议而出现的各种问题，以发放调查问卷，走访调

查，采访，阅读相关案例等方式，从“风险控制”的角度，结合民法、劳动法、行政法知识，帮助广大

应届毕业生有效的规避进而管控毕业生三方协议中的法律风险，给大家提供一套完整的、切实可行的方

案预防与规避法律风险，防止不良用人单位恶意以获取廉价劳动力为目的，以实习期为手段，找法律的

漏洞，侵害毕业生的合法利益。站在毕业生的角度，思考遇到法律纠纷后如何处理，如何运用法律手段

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 

2. 问题实证分析 

(一) 高校重视不够 
1) 高校对大学生的三方协议重要性认识不足 
部分高校没有开设过专门关于三方协议的教育讲座；各院系也没有举办研讨会和小型的教育讲座。

尽管有少数院系的辅导员及班主任曾在班级上说起三方协议的问题，但内容基本上是关于三方协议的业

务办理流程及填写注意事项等，很少涉及侵权违约方面的教育。从高校管理层面的角度看，教务部门不

够重视毕业生三方协议的教育，或者说认识不到三方协议教育的重要性；从就业指导教师的知识素养来

看，学校缺乏具备在法律领域研究较深的就业课教师，因而毕业生没有良好的途径学习就业维权知识，

容易在就业实践中尤其是权益被损害时陷于被动。 
2) 三方协议的课程尚未纳入大学生就业课程计划 
高校对大学生进行三方协议的教育应该是全方位的，应有系统的课程计划。根据问卷显示，目前，

我们搜集的高等学校就业指导课程的信息中，尚没有专门针对三方协议进行讲解的章节。这导致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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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对三方协议的认识仅停留于表面的基础认识，甚至是错误的认识。例如，曾经有毕业生错误地认

为签订了三方协议就相当于签订了劳动合同，这种情况令人堪忧。在设置大学生就业课程时，应结合毕

业生就业的实际需要，强化三方协议的教育，制定切合学生利益的教学计划。 
(二) 学生认识不足 
1) 毕业生对三方协议所约定的权利义务认识不够清晰 
在就业实践中，一些毕业生即使与用人单位签订了三方协议，也不能清楚地认识到用人单位和自己

的权利义务[1]。三方协议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事合同，会对签约双方产生民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然而，

高校毕业生对三方协议签订的权利与义务认识不够清晰全面。因此，三方协议作为民事约定的重要功能

被忽视。这容易造成三个问题：第一，高校毕业生更容易产生违约行为；第二，如果用人单位违约，高

校毕业生不知道如何寻求法律帮助；第三，毕业生有时会因签订三方协议不慎重落入不法企业的就业陷

阱。 
2) 高校毕业生对违反三方协议的救济途径认识不到位 
三方协议属于一种特殊的民事约定，用人单位和毕业生都应该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相应的权利和义

务。如果任何一方违反三方协议，都可以按照法律规定的途径进行解决。然而，根据问卷显示，2/3 的大

学生对就业法律知识知之甚少，非法学专业的学生对《劳动争议仲裁调解法》《劳动合同法》及《民法

典》合同编等与就业相关的法律了解不够深入，甚至其中有少数学生并不知道有《劳动法》，也不清楚

三方协议是什么，更不知道在三方协议的签订过程中会出现哪些法律风险。法学专业的学生，虽然学习

过劳动法课程，但对于三方协议的法律性质，法律风险也知之甚少，有 1/4 的学生不知三方协议签订中

的法律风险以及三方协议应规定的具体内容[2]。因此，如果在就业中出现用人单位违反三方协议约定的

情况，毕业生可能不懂得运用法律知识进行救济。 
(三) 企业缺少风险防范意识 
一方面，普法宣传的滞后造成企业人力主管部门对于三方协议的法律性质，法律规定，法律风险等

情况了解不多。由于法律规定的不一造成现实中适用的困难。另一方面，企业对于大学生用工由于未按

时到岗位工作，隐瞒个人真实信息，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审查不够，缺少风险防控意识。问卷调查

显示，2/3 的企业 HR 不清楚三方协议的性质及三方协议中若大学生违约的法律后果。三方协议为劳动合

同，民事合同还是预约合同？三方协议是否应明确写明大学生用工违约的适用条件？应如何规定大学生

的违约责任条款？这些问题，用人单位没有清晰的思路，导致实践中三方协议纠纷的案件频频发生。 

3. 案件检索分析 

(一) 关于三方协议纠纷案件的地域分布分析 
从 2020 年关于三方协议争议案件的地域分布来看，广东，江苏，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的三方协议争

议案件数较多。一方面，大量毕业生涌入广东等发达省份，珠三角，长三角地区成为劳动力的最大市场，

实践中，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对于风险控制的意识不够，对于三方协议的违约责任认识不清，这是造成这

些地区三方协议案件多发的重要原因之一[3]；另一方面，海南，甘肃等经济欠发达省份关于三方协议争

议案件数较多，由于这些地区对于毕业生的就业吸引力不够，大型企业不多，基数小，而且毕业生与用

人单位签订三方协议的情况也较少，毕业生对于签订三方协议的主动性不足，不愿长期在这些地区工作，

也不想签订三方协议这一预约合同以维护其权利义务。 
(二) 关于三方协议纠纷案件的时间统计情况分析 
从关于三方协议纠纷案件的时间分布情况来看，从 2008 年起，法院立案数呈指数增长，并在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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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达到顶峰。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毕业生法律意识的增强，对于用人单位违反三方协议规定的内

容，非法剥夺毕业生权利的行为，更多的毕业生拿起法律的武器，将用人单位诉诸法院。但随着学校，

学生，企业对三方协议的不断重视，三方都建立起了更强的风险防范意识，2018 年之后的三方协议纠纷

案件数大幅度减少。 

4. 界清三方协议与劳动合同的区别 

三方协议和通常所见的劳动合同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三方协议又区别于劳动合同。 
(一) 主体不同：三方协议是包括毕业生、学校、用人单位三方的合同。在合同中，三方之间的权利

与义务有着高度的相关性，但是彼此都是不同的个体。而劳动合同只包括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的权利

和义务。 
(二)存续期间不同：大学生是以学生的身份与用人单位订立三方协议，而大学生与单位订立劳动合同

则是以劳动者的身份。在毕业生正式到用人单位工作，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后，三方协议自行终止。 
(三)法律依据不同：三方协议的出发点是规范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的各项权利与义务要求。三方就业协

议签订的根据是法律中关于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的相关条文和规则，三方协议的存在时间为双方确定协

议时开始到劳动者正式在用人单位工作，与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后的时间段内。不同于三方协议，

《民法典》和《劳动法》中都有明确的关于劳动合同的规定。一般来说，用人单位会先与劳动者订立“就

业意向书”，当劳动者到单位正式工作后再订立劳动合同。 

5. 可能面临的风险 

高校应届毕业生中，对于毕业生如何进行面试、如何制作简历、如何在职场中历练、如何与用人单

位商谈各项待遇以及薪资的需求，一直热度很高。但是对三方协议的签订流程以及法律风险的防范，高

校毕业生一直对其重视程度不够，大学应届毕业生们对就业协议书的性质、地位、作用、影响、内容、

订立流程不够重视，也不够熟悉[4]。在与用人单位签订三方协议的过程中，也有些随意、不规范、不正

式、不完整，甚至盲目签订。以至于后来造成应届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出现矛盾与冲突。主要的矛盾与纠

纷有以下几种： 
(一) 毕业生违约的法律风险：大学生在与用人单位签订三方协议以后，正式到用人单位开始工作前

的时间里，不去用人单位报到，或者在用人单位正式工作时却另外去到其他单位的情形，就属于毕业生

自身的违约。若因为毕业生考区国家公务员或者升学留学而需要中止三方协议，学校会要求毕业生取得

单位的同意书，对于确实非毕业生本人原因造成的违约，这要求毕业生按照规定办理违约或者改派手续，

并按照相关的申请办理。 
(二) 用人单位违约带来的风险：除了毕业生自身违约的风险，三方协议还可能存在毕业生与用人单

位签订三方协议后用人单位因为招聘需求的变化或者其他的特殊情况，在应届毕业生没有正式在本单位

工作或正式工作后单方违反约定的风险。在三方协议签订的过程中，毕业生相对于用人单位处于劣势的

地位，为了依法保护毕业生的权益，一般来说三方协议都会约定该协议在应届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订了

正式的劳动合同后失效，这样既可以避免毕业生报到后，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带来的损害，也可以敦促用

人单位尽快与毕业生签订劳动合同。 
(三) 用人单位拒绝与毕业生签订劳动合同的风险：如果毕业生在约定的时间内无法顺利的毕业。或

者用人单位因为自身经营的原因临时改变了招聘计划。或者双方无法在合同的某些条款上保持一致，那

么劳动者就有可能面临用人单位拒绝签订劳动合同的风险。并且，三方协议与劳动合同有着本质的区别，

如果劳动者无法与用人单位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那么将无法享受一系列的权利和法律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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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风险的控制机制 

(一) 毕业生需要加强对三方协议的重视，加强法律维权意识 
1) 毕业生在需要签订三方协议时，需要注意作为甲方的用人单位是否完整填写了就业协议书中的信

息。作为用人单位必需具有接收毕业生档案的资格，填写准确的单位名称和单位的详细地址，应届大学

毕业生们务必要事先弄清楚用人单位是否有接收档案的资格，如果用人单位有资格，则应准确的填写单

位的名称以及详细的地址。如果没有的话，则应由用人单位来填写其他委托保管档案的地址。填写的错

误很有可能造成人事档案的错误或者人事档案的丢失，因此需要注意。同时，毕业生们也需要填好自身

的各种详细信息，大学应届毕业生自身的信息为乙方的信息。其中包括姓名、学校名称、学历、专业名

称、联系方式、学号、毕业时间、生源地以及身份证号等等。许多应届毕业生会误认为生源地是指毕业

生们高考时所在的城市，而其实生源地是指应届毕业生入学前的户籍所在地。如果毕业生和大学生就业

指导中心的老师稍有疏忽，就有可能在这方面出现错误。 
2) 在双方签订三方协议之前，毕业生应该和用人单位之间进行足够的交流。在就业协议书中，甲方

即有人单位应该向乙方介绍本单位的情况。并且通过各种考核方式来了解大学应届毕业生的能力是否与

岗位匹配，最终综合决定是否录用乙方。而乙方则需要向用人单位如实介绍自己的基本情况，并在事先

对甲方的各项信息有一个基本全面的了解。然而在现实的情况中，就业协议书的签订是草率的，双方没

有交流通最终产生了很多不必要的矛盾与纠纷。同时，签订三方协议前，要保证三方协议中一些重要条

款的内容，主要是关于薪资福利待遇、工作年限、劳动合同、解除条款、违约责任和社会保险的条款。

很多毕业生在将三方协议交给学校鉴定时，薪资待遇和社保这一栏都没有内容。由于对初次就业的劳动

者来说，这些条款和工作时劳动者到所在雇主所能获得到的薪资报酬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应该保证

自己的雇主能够履行这方面条款的内容。 
3) 签订三方协议时应该确定合理的试用期，有一些用人单位利用毕业生不懂法律规定，签订超过法

律规定的试用期，以获取廉价的劳动力。我国《劳动法》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劳动合同可以约定试

用期，试用期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劳动合同法》第十九条规定：“劳动合同期限三个月以上不满

一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劳动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满三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两个月。”在签

订协议时毕业生需要清楚这些法律法规，合法地维护自身应有的权益。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毕业生和

用人单位在签订劳动合同，履行各项义务时出现矛盾，是劳动争议的范畴，劳动者可以依照法律提起劳

动仲裁或者到法院进行相关的起诉。 
(二) 高校应该大力加强对毕业生就业的指导 
1) 高校应该对大学应届毕业生和用人单位之间签订的三方协议进行审查，高校应该审核毕业生的资

格，毕业生所填的生源地、专业和学历是否准确，如果发现不正确的情况应该督促毕业生及时修改。如

果双方因为三方协议中的条款出现争议而面临解约，学校需要对双方的各项情况进行核实。同时，当双

方发生矛盾和冲突而需要解除三方协议时，高校需要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具体情况和违约行为进行审

查。对用人单位约定的试用期和服务期进行审核，以免有违反劳动法的情况发生。同时还需要注意签订

协议的甲乙双方是否盖章和签字，违约金是否约定以及违约金是否超出了正常的金额等等。以及关于劳

动和聘用条款的约定是否明确。当三方协议约定不清楚时，高校有义务与毕业生和用人单位进行交流[5]，
并告诉学生可能的各种风险。 

2) 高校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开设一些促进就业和职业规划的课程，大多数学生违约的原因都是

早期缺乏必须的职业规划，导致在就业时出现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在学生入学起就进行职业规划教

育，让学生能够早早地认识自己的长处与不足，确立职业的定位[6]。同时，学校需要尽量对学生进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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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帮助，按照不同毕业生的具体教育情况、性格特长、客观条件、学术水平等分成不同的类别，针对

不同类别的学生按照不同的就业方法，尽最大的能力帮助毕业生实现顺利就业的目标。 
3) 强化毕业生的法制就业观念。多数高校应届毕业生都是第一次就业，就业的经验非常少，相关的

就业法律知识和就业政策知识更是不足，因此造成毕业生在就业时，没有对可能发生的风险的判断和防

范。因此，高校的相关就业指导机构应该加强这方面的教育。让毕业生充分了解与毕业相关的各种法律

知识，做到稳当的就业。 
(三) 用人单位应强化责任意识 
1) 用人单位作为三方协议中的重要参与者和直接利益相关方，应该强化责任意识，首先做到对三方

协议中条款的履行，不得擅自单方面违反三方协议中的约定，不能因为招聘计划的临时改变，或者有更

加合适的劳动者出现，就不顾三方协议中的约束对毕业生提出解约，不得只考虑单位自身的利益而不顾

对毕业生时间和精力上造成的损害，单方面违反约定[7]。应和毕业生一方一样，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认

真履行三方协议中的各项规定。 
2) 用人单位在签订三方协议前应该与毕业生进行足够的沟通和交流，约定合理的试用期，并签订正

式的书面劳动合同[8]。有的不法用人单位，为了获取廉价的劳动力，事先不与毕业生约定试用期，甚至

一再延长试用期，仅支付极低的工资或者不支付工资，当试用期结束时便拒绝与毕业生签订正式的劳动

合同，对毕业生的合法权益造成了极大的损害。用人单位应该严格按照规定执行试用期的期限，并在试

用期满后与毕业生及时签订正式的书面劳动合同，保证毕业生的合法权益。 
3) 用人单位应该加强对三方协议的重视程度。在实践中，有的用人单位并未对三方协议有足够的重

视，甚至在招聘后没有相应的签订三方协议的环节[9]。这种不规范的招聘同时对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双方

都造成了很大得损害。同时也为日后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纠纷与矛盾埋下了隐患，因此，用人单位

自身应该强化对三方协议的认识，重视并把握好三方协议签订的各个环节，既让自己找到合适的人才，

也保证毕业生的利益不受到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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