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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人社办发〔2021〕29 号 

 

 

关于印发《烟台市电子劳动合同和 
电子集体合同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住房城乡建设局、国资

委、总工会、工商联、企联，各有关企业： 

电子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签订劳动合同时使

用电子技术并按照国家技术标准生成加密，形成防篡改的数据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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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电子劳动合同和电子集体合同是推进企业转变传统人力资源

管理模式，通过数字化管理提升效能的重要标志。现将《烟台市

电子劳动合同和电子集体合同实施方案》印发你们，请认真抓好

贯彻落实。 

 

 

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烟 台 市 财 政 局   烟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烟台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烟 台 市 总 工 会   烟台市工商业联合会 

 

 

 

烟台市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 

2021 年 8月 24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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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电子劳动合同和电子集体合同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推进智慧烟台劳动关系

领域信息化建设，创新搭建优化营商环境平台，营造诚信用工生

态，依据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订立电子劳动合同有关

问题的函》（人社厅函〔2020〕33 号）和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关于印发山东省电子劳动合同试点方案的通知》（鲁人社函

〔2020〕30 号），现结合我市实际，制定电子劳动合同和电子集

体合同（以下简称“电子合同”）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互联网+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创新劳动关系管理模式，充分运用区块链等新兴技术，丰富电子

合同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场景应用，持续提升劳动关系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二、目标任务 

在部分区市、行业有序开展电子合同试点基础上，提升企业

对电子合同的认可度，逐步实现全覆盖，推进各部门政务服务系

统与电子合同平台对接，实现数据共享。 

三、推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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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法依规原则。依据劳动合同法、电子签名法等法律

法规，采用电子形式订立劳动合同，应当使用符合规定的可视为

书面形式的数据电文和可靠的电子签名；电子合同一经订立即具

有法律效力。 

（二）自愿高效原则。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自愿选择使用电子

合同，逐步提高电子劳动合同签订率，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效能。 

（三）平等安全原则。用人单位应保证电子合同符合法律法

规规定的要求，就电子合同的形式和内容与劳动者平等协商、达

成一致。要确保劳动合同信息完整、准确、不被篡改，严禁丢失、

转让或向无关第三方泄漏。 

（四）有序推进原则。选择部分区市或企业先行先试，分期

分批开展电子合同试点，探索管理模式、服务规范及运行机制，

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经验，逐步有序推广覆盖全市生产经营正常的

企业。 

四、实施步骤 

（一）启动准备阶段（2021 年 6月-8 月） 

1.调研论证。借鉴外市的经验做法，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

为试点企业提供电子合同签订（限新签、续签合同的情形）及相

关的存证、出证服务（指签订服务商提供的出证服务，不包括公

证和司法鉴定），并实现与政务服务系统的数据共享。 

2.制定流程。与服务商签订电子合同服务协议，研讨制定企

业使用电子合同的流程和办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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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培训发动。为试点企业签订电子合同提供相关服务，对各

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和试点企业进行培训，鼓励企业参加人

力资源流程再造和制度创新。 

（二）试点阶段（2021 年 9月一 2023 年 6月） 

芝罘区、龙口市和开发区作为全市试点区市，对符合条件企

业全面启动电子合同签订工作，其他区市按照以下顺序逐步开展

试点工作，年内选择不少于 20户企业启动试点。 

1.国有企业试点（2021 年 9 月-2022 年 1 月）。在国有企业

推行电子合同试点,通过国有企业的示范效应,带动企业对新技术

的知晓度和认可度,逐步扩大电子合同的影响力。 

2.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试点（2022 年 2月-6 月）。在人力资源

服务公司（劳务派遣公司）推行电子合同,通过专业人力资源机构

的辐射效应，赋能企业实现人力资源管理数字化转型。 

3.工程建设领域及加工制造业试点（2022 年 7 月-12 月）。

结合新业态用工特点，在前期试点基础上，探索制定适应工程建

设领域及加工制造业电子合同，进一步扩大新技术的覆盖面和影

响力,探索形成适应我市企业特点的可复制经验。 

4.规上企业全面试点（2023 年 1月-6 月）。总结前期试点经

验，完善配套政策，规上企业全面推行电子合同,进一步扩大电子

合同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场景应用，推进流程再造和制度创新，

开发共享数据接口，建立政企绿色数据通道，提高数据资源的整

合与应用，提升劳动关系领域政务服务效能，优化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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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面铺开阶段（2023 年 7月一 12月）。全面总结试点

经验，完善政策措施,鼓励引导烟台市辖区内登记注册且生产经营

正常的企业（含有雇工的个体经济组织）使用电子合同，稳慎扩

大电子合同覆盖面。通过新技术的加持与资源要素的互动耦合,

有效节约社会成本,激发释放改革活力，赋能我市企业实现高质量

发展。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财政

局、住房城乡建设局、国资委、总工会、工商联、企联等部门参

加的领导小组，强化部门协同和上下联动，将电子合同的推广与

和谐劳动关系创建、保障职工合法权益等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充

分发挥职能优势，合力推进工作落实。 

（二）精心组织实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牵头做好协调

组织工作；总工会、工商联、企联做好宣传发动工作并积极在资

金方面给予支持；财政、住建和国资等部门配合做好企业的试点

工作。各区市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委员会成员单位按照试点要求同

步推进辖区电子合同的宣传推广，确保企业“应知尽知”“应享尽

享”。鼓励有条件的区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为辖区内登记

注册的企业提供免费的电子合同签订及相关服务。 

（三）加强规范指导。电子合同是惠企利民的创新举措，有

助于企业实现降本增效，建立诚信守法用工环境，提升企业文化，

增加员工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对电子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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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过程中的规范化指导，持续推进互联网背景下的人力资源管

理和劳动关系治理方面的流程再造和制度创新。要认真总结梳理

推进过程中的典型经验和成熟做法，通过信息、专报、会议和媒

体等渠道宣传推广。 

请各区市每月 25 日前将试点工作开展情况报市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劳动关系科。 

联 系 人：毛蓬勃 

联系电话：13953577227 

电子邮箱：ytldgz@sina.com 

 

附件：烟台市电子劳动合同和电子集体合同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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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烟台市电子劳动合同和电子集体合同 
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姜  瑞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于  腾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成  员：刘卫平  市财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宋志方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何兆勇  市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 

李维广  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 

        于岩君  市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王立新  市企联常务副秘书长 

 

 

 

 

 

 

 

 

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1 年 8月 24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