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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
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
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
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
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用人单位违
反本法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的，应当自订立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
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显然，用人单位因违反劳动法
律而必须向劳动者支付二倍工资的
规定，是一种惩罚性的制度，旨在
保护相对弱势的劳动者的利益。上
期《法治》专版，我们报道了一个
典型案例，某餐饮公司未与厨师长
签订劳动合同时间长达五年，被法
院判决须赔偿其经济损失，补缴近
五年的养老保险费。值得注意的
是，虽然随着《劳动合同法》等实
施力度的加大，用人单位的法律意
识不断增强，越来越重视用工的规
范化，但在现实生活中，仍然有一
些企业因各种原因在劳动合同的订
立上出现疏漏而入深坑。本期专
版，我们根据曾经发生的案例，梳
理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签订上最易
疏忽或犯错的几种情况，提醒用人
单位吸取教训，避免无谓损失。

合同到期后忘记续签

2016年 3月，陈某入职宁海某
公司，担任铣床操作工，企业与其
签订了一份两年期的劳动合同。去
年 3月，合同到期，陈某继续留在
公司工作，此时，企业人事部门犯
了一个低级错误：忘了与陈某重新
签订劳动合同。去年国庆过后，陈某
以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为由要求
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同时向法
院起诉，要求公司支付未与其签订书
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及解除
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

法院经审理认为，期限约定是
劳动合同的核心内容之一，因此，
在劳动合同到期后，劳动者仍然在
用人单位工作，双方必须订立新的
劳动合同，否则，用人单位须支付
劳动者二倍工资。

【说法】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十条

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
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而
严格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目的是倒
逼用人单位在任何时候都需规范用
工。法院劳动争议庭的法官提醒，
劳动合同若非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一般都有合同期限，特别是在
合同到期之后，用人单位仍需与劳
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在这方面，用
人单位的人事部门需要格外用心。

劳动合同非劳动者本人所签

吴某在一家民营企业工作，
2017 年底，吴某在车间工作发生事
故受伤，之后，他将该企业告到法
院，除了要求企业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之外，还以企业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
为由，要求支付二倍工资差额共2万
余元。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时，企业向
法庭提交了一份签有吴某名字的劳动
合同，但被吴某否认，他称该合同并
非其本人所签。原来，在吴某入职
时，企业人事部门曾到车间找吴某签
合同，但当天吴某恰巧请假未上班，
该合同由车间主任代签。法院审查后
认为，企业未能举证证明吴某曾委托
车间主任代签劳动合同，因此判决企
业须向吴某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二倍工资差额。

【说法】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正式的

劳动关系，最为重要的法律依据就
是签订劳动合同，根据相关规定，
劳动合同需要本人亲自签名，如果
劳动者因为各种原因需要别人代
签，应出具正式的授权委托书。因
此，用人单位在具体的签订过程
中，遇到有劳动者无法亲自签订的
情况，而由别人代签，必须补齐授
权委托书或事后找劳动者补签。

合同保管不妥遗失

蒋某原在公司担任部门经理，
2017 年，公司搬迁并对一些重要
岗位的人事安排作了调整，蒋某因
此与公司发生争议，双方解除了劳
动关系。在蒋某离开公司两个月
后，公司突然接到法院的通知：蒋
某以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为
由，要求支付二倍工资差额。

此案审理时，公司答辩称，其
与蒋某是签订过劳动合同的，由于
公司搬迁，包括蒋某在内的一些管
理人员的劳动合同丢失。实际上，
离职后的蒋某也是在偶然听说了原
公司丢失了劳动合同后才提起诉讼

的。由于公司无法举证证明其与蒋
某曾签订过正式的劳动合同，法院
最终判决蒋某胜诉。

【说法】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建立劳

动关系的最核心证据就是正式的劳
动合同。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在
关于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是否曾建立
劳动关系的纠纷中，相比较而言，
劳动者可用来作证的证据相对较
多，如用人单位发的员工证、门禁
卡、工作服等等，而对用人单位来
说，在一般情况下，唯有劳动合同
才能证明双方之间的关系。因此，
在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后，用人
单位必须注意保管好合同，这是他
们的义务。

劳动者拒签劳动合同

去年春节过后，葛某进入我市
某公司担任文员工作，基本工资每
月 2500 元。当时，公司人事部门
要求新入职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但
葛某以刚接到家里电话，父亲生
病，他可能会马上回老家为由，拒
绝按照企业的要求签订一年期劳动
合同。而时间一久，人事部门忘了
此事。半年后，葛某辞职，同时要
求公司支付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
同的二倍工资差额。此案审理时，
尽管公司强调，未签订劳动合同的
原因是葛某本人拒绝，责任在葛某
自身，但由于企业无法对此举证证
明，法院最终仍然判决公司败诉。

【说法】
现在用人单位的用工规范意识

大都较强，会主动与劳动者签订劳
动合同，但与此同时，有些劳动者
会以各种原因，有意无意地加以拒
绝，其中甚至有借此谋取利益者。对
此，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的陈
律师建议，用人单位如果碰到这种
情况，应及时约谈劳动者，了解劳动
者不愿签订劳动合同的原因，同时
要求劳动者在约谈笔录上签名，并
注意要将责任认定的相关证据固定
保留下来，以应对今后可能出现的
纠纷。对极少数通过拒签劳动合同
获得非正当利益者，用人单位需要
格外警惕，避免踏入陷阱。

【问题】
苗某在某公司上班时受伤，被

认定为工伤。之后，劳动能力鉴定
委作出七级伤残的结论，但公司对
此结论不服，向上级鉴定机构申请
再作鉴定，原结论被维持。苗某向
法院起诉后，公司又向法院提出司
法鉴定的申请，企图以此改变由劳
动能力鉴定委作出的结论。苗某
问，对方的这个申请是否有依据，
法院是否可以否决原结论？

【说法】
可以明确下结论，该公司的申

请不能获得法院的支持，原因在
于：

首先，劳动能力鉴定委是法定
鉴 定 机 构 。 根 据 《工 伤 保 险 条
例》，“职工发生工伤，经治疗伤情
相对稳定后存在残疾、影响劳动能
力的，应当进行劳动能力鉴定。”

“劳动能力鉴定由用人单位、工伤
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向设区的市级劳
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申请，并提
供工伤认定决定和职工工伤医疗的
有关资料。”“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
鉴定委员会收到劳动能力鉴定申请
后，应当从其建立的医疗卫生专家
库中随机抽取 3 名或者 5 名相关专
家组成专家组，由专家组提出鉴定
意见。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
员会根据专家组的鉴定意见作出工

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必要
时，可以委托具备资格的医疗机构
协助进行有关的诊断。设区的市级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应当自收到鉴
定申请之日起 60 日内作出鉴定结
论，必要时可延长至 30 日。劳动
能力鉴定结论应当及时送达申请鉴
定的单位和个人。”据此可以看
出，申请劳动能力鉴定是工伤员工
的法定权利，且只有劳动能力鉴定
委才是对工伤职工的劳动能力进行
鉴定的唯一法定机构。

另一方面，劳动能力鉴定委的
鉴定结论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工
伤保险条例》 第二十六条规定：

“申请鉴定的单位和个人不服鉴定

结论的，可在收到鉴定结论之日起
15 日内向省、自治区、直辖市劳
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再次鉴定申
请。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能力
鉴定委员会作出的结论为最终结
论。”即对劳动鉴定结论不服，只
能向上一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
出再次鉴定申请。上一级劳动能力
鉴定委员会作出的鉴定结论，对工
伤员工、用人单位都具有拘束力，
不可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法
院在审理工伤损害赔偿案时同样应
当遵从这一规则，不能以其他司法
机构来代替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或者改变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的鉴
定结论。 （梅生）

劳动能力鉴定委所作结论，
能否通过司法鉴定撤销？

宁海的梁某今年 40 岁，曾
在当地经营一家瓷砖店，后因经
营不力欠下 110多万元货款和借
款。经宁海法院审理判决，梁某
须向李某等多名债权人偿还借款
和货款。

此案进入执行程序后，法院
向梁某下达了执行通知书、财产
报告令等法律文书，但他玩起了

“跑路”，其名下也暂无可供执行
的财产。为此，法院将梁某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限制其高消
费。

2015 年，执行人员得知梁
某父亲的老屋正面临拆迁，按照
规定，梁某可分得其中 88 万余
元安置费。但法院向有关部门了
解后获知，这笔安置费已被梁某
领走。原来，梁某曾偷偷回家，
草签了拆迁协议，为躲避法院执
行，又私自委托其妹妹代领了安
置费。

鉴于梁某有能力履行却拒不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致使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利益无法
得到保障，其行为涉嫌拒不执行

判决、裁定罪，为此执行人员将
涉及梁某的执行案件汇总成表，
与调查取得的证据一并移送公安
机关立案侦查。去年年底，长期
隐身的梁某终于落网并被追究刑
事责任。宁海县人民法院经审理
于近日作出判决，梁某的行为已
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
处其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说法】
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是国家

意志的体现，具有国家强制力，
当事人必须履行。在该案中，梁
某在判决生效后擅自处置财产并
用于归还个人其他债务，导致生
效裁判无法执行，属于有能力执
行而拒不执行的情况，不仅损害
了司法裁判的权威，更破坏了裁
判文书的既判力。因此，再次提
醒一些被执行人，当案件进入强
制执行阶段后，应及时向法院如
实申报财产且财产应优先偿还法
院判决或调解确定的债务，否则
将承担严重的法律责任。

（宁法）

擅自处置财产抗拒法院执行

宁海一“老赖”获刑一年半

■法眼观潮 朱泽军

我市一家基层法院近日公布
的一份民事判决书让人眼前一
亮。

戴某等多位旧友聚餐，其中
虞某醉酒，夜半回家途中，因不
胜酒力，昏睡路上。没多时，趴
在路面的虞某被过往汽车碾压身
亡。虞某的父母和刚成年的孩子
在司机依法承担了相应责任之
后，认为戴某等聚餐者，明知虞
某已经醉酒，却未履行安全护送
义务，对虞某的死亡构成侵权，
应当承担经济赔偿责任。

这是一起生命权纠纷案，事
关重大。法院对此案的判决十分
慎重，审案法官写在判决书上的
说理内容不仅给人以思考，也很
接地气：虞某的意外身亡，不管
是对其年迈的父母亲，还是成年
不久的孩子，失去至亲确属悲
恸。戴某等聚餐者与虞某系发
小，别离数十载后的相聚，本是
开怀叙旧之美好时光，宴席后一
别，却与虞某天人永隔，这是谁
也不愿看到的。作为人之常情，
亦难免唏嘘痛心，乃至自责。然
逝者已逝，无论最终赔偿金额多
寡，均无法挽回死者之生命，亦
无法完全消除生者精神上的悲
痛。故还望虞某父母、孩子就此
放下，不再对戴某等聚餐者苛责
更多，珍重身体，好好生活，亦
不妨系对死者之告慰……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法院

的裁判文书，客观持中、简练精
确，受条条框框限定，多为千篇
一律的公式化，有的不乏冷冰
冰。但这份判决书，透过其充满
真情的字里行间，让人感受着温
度。确实，好端端的一个人，因
为一场“饭局”而生死永别。
其 家 人 的 巨 大 伤 悲 ， 不 难 想
象。判决书中“故还望虞某父
母、孩子就此放下，不再对戴
某等聚餐者苛责更多，珍重身
体，好好生活，亦不妨系对死
者之告慰”这段话，显现出法
官的诚挚之心。

据了解，在这起案件审理过
程中，法官曾多次组织双方当事
人进行协商，无奈双方分歧较
大，导致调解不成。该案在判决
之后，双方当事人皆未提出上
诉，已发生法律效力。虽不能将
此归于判决书真情浇铸的述理起
了作用，但这样表达真情的述
理，的确充满着温度。

有温度的判决书，前提是坚
守法律正义原则。判决书作为人
民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的集中体
现，是对整个诉讼活动最精炼、
最完整的概括，并非所有的裁判
文书都这样渗入温度的元素，但
如果有更多充满法律正义，充分
透彻深入人心，在法理与情理之
间寻找到支点的判决书出现，使
更多的人领略到法律的内涵，懂
得正义的价值，则在定纷止争、
树立良好社会风气方面，必定有
积极向上的意义。

为法律正义添增温度

遭遇遭遇““二倍工资二倍工资””索赔索赔
用人单位踩进了哪些坑用人单位踩进了哪些坑？？

本版制图 庄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