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金山法院审理发现，在劳动争议案中，由未签劳动合同所引发的案件占比最大

一纸劳动合同，关乎维权效果
本报记者 裴龙翔

一份劳动合同，看似平平无奇，却是发生

劳动争议时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关键。

《劳动合同法》第 10条规定：建立劳动关

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依法签订劳动

合同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然而

在实践过程中，部分企业和劳动者却将法律

规定抛之脑后。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自

2020 年 1 月至今年 8 月共审结劳动争议案件

1650 件，其中涉及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案件达

498件，占比超 30%，在案由中位居第一。

临时工、劳务协议、试用期、合同到期未

及时续签……未签订劳动合同的理由五花八

门，都给劳动者维权造成了不小的困扰。金

山法院表示，希望企业和劳动者能正确认识

签订劳动合同的重要性，从源头上化解该类

纠纷，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双赢。

三类因素影响劳动关系认定

手里拿着《劳务协议》的王某，在维权过

程中遇到了一连串阻碍。尽管协议约定了王

某的工资、工作岗位以及受某公司管理等条

款，且该公司按月支付王某报酬，但在王某因

工作意外受伤后，该公司以双方签订的是劳

务合同，拒绝承认存在劳动关系。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是否形成劳动关系，

需要考量三方面的因素：一是用人单位和劳

动者的主体资格合法；二是双方是否有人身、

财产上的隶属性；三是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

否属于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金山法院

副院长吴智永分析道，“法院对于劳动关系的

认定不仅要看签订的合同名称，还要考量双

方之间实际的权利义务关系。”

最终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符合建立劳

动关系的特征，认定王某与该公司存在劳动

关系。

与王某相比，毛某的维权历程则更为曲

折。毛某曾被派遣至某公司工作，工资由劳

务公司发放，双方并未签订劳动合同。然而

在他维权过程中，该劳务公司被注销，相关资

料亦被销毁。

法院认为，该案中，在有纠纷的前提下，

范某、徐某径行办理公司注销手续，因此导致

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法

院对毛某的主张予以采信，确认双方存在劳

动关系。

“制造业、建筑行业及运输业是高发区，

约 70%的未签订劳动合同案件发生于这 3 个

行业。尤其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出于成

本、规模的制约，此类争议频发，劳动者需格

外注意。”吴智永表示，“用人单位采用签订

劳务协议、注销公司等方式来规避劳动关系，

不但不会得到法院的支持，还有违诚实信

用。特别是在企业注销的情况下，劳动者可

将原用人单位的股东、发起人或者出资人列

为被告，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不能以临时工等为由不签合同

工资按日结算的临时工，没有签订劳动

合同也能被认定劳动关系吗？程某在骑电瓶

车上班途中摔跤并住院，维权时产生了这样

的困惑。

程某经老乡介绍进入某项目做泥工，工

资按日结算。案涉企业称，程某是根据任务

需要进行工作，按出工天数结算报酬，不符合

劳动关系的特征。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已

经达成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符合以完成一

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关系特征，故认定

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临时工也和正式职工享有一样的权利

吗？面对企业的这一疑惑，金山法院朱泾法

庭负责人陈宝勇解释说：“我们梳理了相关劳

动纠纷案件后，发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

劳动合同意识不强、对劳动法律法规未能完

全掌握、对劳动关系的概念认识不清等因素

是造成违法的主要原因。”

“‘临时工’的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

子。”陈宝勇表示，“临时工”形成于我国《劳

动法》颁布实施之前。是相对于企业正式工

的概念。《劳动法》颁布实施后，原劳动部办

公厅已经明确，所有用人单位与职工全面实

行劳动合同制度，各类职工在用人单位享有

的权利是平等的。此外，不仅是临时工，对

于试用期的职工，企业同样需要及时与之签

订劳动合同。

“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用人单

位应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与劳动者订立书

面劳动合同。可见，试用期亦属于用工的期

间，故试用期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依然

有权向用人单位主张双倍工资。”陈宝勇说。

违法成本包括经济补偿金等

未 签 订 劳 动 合 同 还 有 一 项 直 接 的 影

响——无法确认正常月工资。曾在某物流

公司担任驾驶员的卢某就遇到了这样的情

形。在 3 个月的工作时间内，卢某工作时间

不 固 定 ，经 常 加 班 ，每 月 工 资 到 手 14000

元。卢某要求公司按照 14000 元/月的标准

支付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

法院认为，案涉公司未能证明履行了协

商签订劳动合同的诚信磋商义务，应依法支

付卢某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负责

该案的法官提醒：“双倍工资的计算基数应按

照双方约定的正常工作时间月工资来确定。

如果月工资未明确各构成项目，由用人单位

对工资构成项目进行举证。”

陈宝勇表示，“违法所要支付的费用，除了

双倍工资差额外，还有经济补偿金。用人单位

应在劳动合同到期前，告知劳动者是否以维持

或提高原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且

此种表示必须以明示方式告知劳动者，不能通

过默示和推定，建议以书面形式告知劳动者。”

在谈及如何发挥各方力量保障企业合规

用工时，吴智永表示，要充分发挥各级工会和

各行业协会的作用，同时各相关部门要重视

劳动合同的贯彻落实，开展工作联动。

吴智永特别提到，《企业工会工作条例》

对工会组织在企业中的基本责任作出明确规

定，其中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帮助和指导

职工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虽然劳动合同是

企业与员工签订的，但是工会有责任在职工

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过程中，给予帮助与指

导，对员工作一些宣传、解释工作，让员工认

识到签订劳动合同的重要性，并督促企业及

时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

阅 读 提 示
劳动合同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也

是发生纠纷后用以维权的关键证据。实践中，劳动者遇到了哪些阻碍合同签订的难题？

什么因素会影响劳动关系认定？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日前进行了通报。

本期主持人：本报记者 张嫱

编辑您好！
2022年 7月 6日，我与某健身房签订健身私人教练协

议书，约定支付 9200元费用购买私教课程 3个月，健身房

遂将汪某指派给我作为私教课程教练。

出于对教练汪某的信任和教学服务质量的认可，同

年 9月 18日，我与健身房再次签订协议书并支付 5760元

购买 24节私教课程。在签订这份协议之前，我多次与健

身房确认，是否由汪某继续担任我的私教，得到的都是肯

定答复。

但是没想到，在续签协议书并消费 2个课时以后，教

练汪某突然离职。因为没有合适的私人教练，我再未去

过健身房。此后，我与健身房协商退还未消费费用遭到

拒绝。

请问，健身房承诺安排的私教教练离职，导致我的课

程无法继续，这种情况可以申请退还剩余课时费吗？

青岛 滕女士

滕女士您好！
您与健身房签订服务合同，系出于对私教教练汪某

的个人信任及教学服务质量的认可，也就是说，您与健身

房缔结协议的本质目的是要汪某担任自己教练，进行私

教课程，如果不是汪某担任您的私教，您不会与健身房签

订合同。并且，在签订合同前，您也向健身房多次确认过

是否由汪某担任其私教，健身房均给予肯定答复。而后

私教汪某离职，因此导致该服务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您可

以与健身房解除服务合同，并要求退还已缴纳的私教课

程费用。

在此也提醒消费者，如果对健身房有特殊需求，比如

要求必须某某担任自己的私教，或者要求某健身项目必

须包含在私教费里面等，都需要明确向健身房做出表

示。并且，消费者最好将这些特殊约定体现在合同中，如

无法体现在合同中，需要保留必要的证据，比如微信聊天

记录、谈话录音、电子邮件等，以便日后出现纠纷时维权

之用。

山东元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朱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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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的健身私教离职
剩余的课时费可以退吗

读者来信

为您释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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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证”建造师与建筑企业有劳动关系吗
本报记者 陈曦

在建筑行业，有的企业为满足行业准入

要求，付费向资质证书持有人“租借资质”，即

资质证书持有人将证书注册到该企业，但未

实际在该企业从事执业活动、履行执业义

务。那么，租借双方构成劳动关系吗？日前，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福建省高级

人民法院发布了一起该领域的典型案例。

【案情回顾】

2017 年 6 月 16 日，黄某某与某建设公司

签订《一级建造师聘用协议书》，约定聘用待

遇、补贴费用（区分驻场与非驻场）、社保缴

交、违约责任等权利义务，聘用期限为 2017

年 10月 18日至 2020年 10月 17日。

2017 年 8 月，该建设公司为黄某某缴纳

社会保险。2017 年 8 月 21 日，黄某某取得一

级建造师注册证书，注册证书上标明的聘用

企业为该建设公司。2017 年 11 月 30 日，该

建设公司将承建项目负责人变更为黄某某，

但黄某某未实际到项目现场进行驻场管理。

后因项目建设需要，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

起，黄某某开始驻场履行项目经理职责。

2020 年 10 月，该建设公司提出续签聘用协

议，黄某某则要求签订劳动合同，双方未达成

一致意见，聘用协议未续签，双方仍按原《一

级建造师聘用协议书》履行直至该项目竣工

验收。

2022 年 3 月 2 日，双方签订《一级建造师

解聘协议书》。此后，黄某某诉至法院，请求

确认 2017 年 8 月 1 日至 2022 年 3 月 1 日期间

其与该建设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审理过程】

法院审理认为，应以黄某某开始驻场履

职为节点，分为两个时间段来看待。

2019 年 9 月底前，黄某某将其一级建造

师注册证书注册在该建设公司处，仅用于企

业资质升级、资质年检及投标使用，未向建设

公司实际提供劳动、未接受建设公司管理。

故 2017年 8月 1日至 2019年 9月 30日期间双

方未实际发生用工关系，形成的是“人证分

离”的“资质租借”关系，即所谓的“挂证”。

该“资质租借”行为违反了《注册建造师

管理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七项“注册建造师不

得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以其他形式非法

转让资格证书、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禁止

性规定，违反了社会公共利益，对“挂证”期间

黄某某主张的存在劳动关系，法院不予支持。

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黄某某开始项目

驻场并实际提供劳动、接受管理，按月领取工

资，直至 2022 年 3 月 2 日双方合意解除聘用

关系，故法院认定黄某某与该建设公司于

2019年 10月 1日至 2022年 3月 1日期间存在

劳动关系。

一审法院判决黄某某与该建设公司仅于

2019年 10月 1 日至 2022年 3月 1日期间存在

劳动关系。

双方当事人均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

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说 案G

【法官释法】

法官介绍，实践中，“证书挂靠”现

象并不鲜见。

然而，此类“人证分离”的“资质租

借”行为，严重违反建筑法等法律法规

和行业管理规定，扰乱行政监管、破坏

行业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予严

令禁止。

本案认定“不在场”的资质证书持

有人与“资质租借”企业之间不构成劳

动关系，其典型意义在于警醒资质证

书持有人应严格遵守法律规定，杜绝

“资质租借”不法行为。

被告因患病无法出庭
法院上门开庭调解纠纷
本报讯（记者柳姗姗 彭冰 通讯员李嘉

欣）农民工被欠薪后诉至法院，被告因患病无

法出庭。为尽快帮农民工拿到薪酬，近日，吉

林省松原市乾安县人民法院将法庭开到了被

告家中，顺利调解该起劳务合同纠纷案件。

2021年 11月，该案被告雇佣原告驾驶牵

引挂车，双方约定工酬 11000 元。雇佣关系

结束后，被告仅向原告给付了 5000 元劳务

费。立案后，法院与被告电话沟通，对方认可

案件事实。法院工作人员随后向其送达了开

庭传票，但在开庭当天，被告却并未到庭。

法官在安抚好原告情绪后，尝试与被告

取得联系。被告表示，自己刚做完手术没多

久，且患有脑血栓，不能上下楼。法官实地走

访调查后，发现当事人的身体状况确实不佳，

为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最大程度减轻当事

人诉累，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法官决定

将法庭“搬到”当事人家中，上门开庭。

开庭当日，法官从情理和法理出发，进行

了法庭调解，严肃告知被告拖欠农民工工资

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及法律后果，并且语重

心长地说：“人无信不立，原告是出于信任才跟

着你一起干活，你俩还是老乡，他家里的困难

情况你肯定清楚，全家就靠他这点收入生活，

于情于理你都不应该拖欠他的工资，并且你

这不诚信的行为很影响你在老乡中的名声。”

在了解到被告近期资金周转困难，并非

有意拖欠农民工工资后，法官又开始做原告

的思想工作。最终，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被

告向原告现场给付 2000元劳务费，承诺尽快

将剩余的工资凑齐，两人握手言和。

男子订外卖恶意索赔190余次
因涉嫌敲诈勒索被刑事拘留
本报讯（记者周倩）近日，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获悉，今

年 7 月，相关部门在工作中发现有人在一段时期内大量投诉

索赔，且投诉不属实。经查，犯罪嫌疑人员某某（男，28岁）通

过订餐平台下单后，以饭菜中吃出头发、细线、虫子等为由进

行投诉，诉求均为要求调解赔偿。商户对其进行赔偿后，员某

某撤销投诉。今年以来，员某某恶意索赔 190余次，涉案金额

4 万元。8 月 16 日，警方将员某某抓获。日前，员某某因涉嫌

敲诈勒索罪被依法刑事拘留。

此外，北京市公安局通报了打击整治网络乱象专项行动

战果，并公布 3 起案例。据介绍，专项行动开展以来，该局会

同网信、宣传部门持续加强对网络直播、视频娱乐、求职交友

等领域平台的联合执法检查力度，督导重点互联网企业完善

网站安全审核制度，优化审核机制，集中清理各类违法有害信

息。其间，督导企业集中清理违法有害信息 45 万余条，关闭

相关账号 1.1 万余个。依法依规督导联网企业积极落实主体

责任，针对数据安全、系统安全风险进行排查整改，共开展安

全监督检查 1100 余家次，安全评估 1000 余家次，对发现的隐

患漏洞及时督促整改。

追求者以偷拍照威胁女子成婚
法院判“强扭”的婚姻撤销

本报讯（记者陈丹丹）结婚本应双方你情我愿，但因偷拍

照被迫成婚后，如何撤销“强扭”的婚姻？近日，北京市平谷区

人民法院发布了一起涉胁迫结婚的案件，原告与被告的婚姻

关系被判撤销。

2022年 5月，男子秦斌（化名）在某饭局上对女子李芳（化

名）一见钟情，随后展开追求。然而，李芳对秦斌无感，因此拒

绝了他。此后，秦斌多次前往李芳经营的美容店，并采取耍

赖、轰走客人等方式要求李芳与其交往。

李芳在庭审中表示，那段时间自己过得非常灰暗、糟糕，

秦斌的捣乱使得本就不怎么赚钱的美容店雪上加霜，她承受

着精神与经济的双重压力，生活不堪重负。

然而，更令李芳崩溃的是，某天秦斌竟偷偷地溜进美容店

更衣室，偷拍了李芳换衣服的照片，扬言若不与其结婚，就把

照片转给李芳的亲戚朋友，并在网上公开发布。

2022 年 9 月 21 日，不堪压力的李芳与秦斌登记结婚，婚

后二人并未共同生活。2023年 4月，李芳向法院提起诉讼，要

求撤销与秦斌的婚姻。秦斌同意李芳的诉讼请求，但对胁迫

一事持否定态度。

法院经审理认为，该案有两个关键点值得关注。一方面，

秦斌采取偷拍照片、威胁损毁名誉、干扰店铺经营等方式要求

李芳与其结婚，致使李芳精神上饱受摧残，最终在违背其真实

意思的情况下与其登记结婚，已构成对李芳的胁迫。

另一方面，自双方结婚登记至李芳起诉之日并未超过一

年，婚后双方亦未共同生活，李芳要求撤销婚姻关系的诉讼请

求符合法律规定。最终，法院支持了李芳的诉讼请求，判决撤

销其与秦斌的婚姻关系。

法官提醒，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禁止任何一方

对另一方加以强迫或者任何组织、个人加以干涉。此外，婚

姻应当坦诚相待，隐瞒重大疾病而不告知对方，对方亦可行

使撤销权。

守护舌尖安全
中秋佳节临近，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民警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

人员走进各大超市，对经营主体资格、原料或成品进货台账、合格证明、供应商资质、人员健
康证及包装标签等进行食品安全监督检查，督促超市负责人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本报通讯员 安学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