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情
赖女士原系一家公司职工 。

两年前， 她由于贪污公司数额较
大的财物， 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年零6个月， 公司也因此解除了
与赖女士的劳动合同。

赖女士刑满释放后， 虽曾找
过工作， 但因为有过经历被一再
拒绝， 导致一直失业在家。

前不久， 当赖女士持公司及
她个人已连续缴纳满两年的失业
保险费收据、 失业登记证明， 前
往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领取失
业保险金时， 又被告知其因犯罪
而被解除劳动合同并导致失业，
与正常的解除劳动合同和失业有
着原则性的区别， 故无权获取失
业保险待遇。

请问： 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的
说法对吗？

说法
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的说法是

错误的， 赖女士可以领取失业保
险金。

首先， 《社会保险法》 第45
条规定， 失业人员符合下列条件
的， 从失业保险基金中领取失业
保险金： 失业前用人单位和本人
已经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一年的；
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 已经
进行失业登记 ， 并有求职要求
的。 从中可以看出， 在公司和赖
女士已经缴纳两年失业保险金，
且赖女士已办理失业保险登记、
求职被拒绝的情况下， 只要赖女
士属于 “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
业”， 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就必须
根据赖女士的申请发放失业保险
金。

其次， 《失业保险金申领发
放办法》 第4条规定， 非因本人
意愿中断就业的 ， 是指下列人
员： 终止劳动合同的； 被用人单
位解除劳动合同的； 被用人单位
开除、 除名和辞退的……尽管赖
女士被解除劳动合同确实是因为
犯罪所引起， 但这并不能否定决
定权在于公司， 赖女士自身并不
希望该结果的发生， 即与第二项
情形吻合。

再者， 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办公厅发布的 《关于对刑满释放
或解除劳动教养人员能否享受失
业保险待遇问题的复函》 指出，
在职人员因被判刑收监执行或者
被劳动教养， 而被用人单位解除
劳动合同的， 可以在其刑满、 假
释、 劳动教养期满或解除劳动教
养后， 申请领取失业保险金。 失
业保险金自办理失业登记之日起
计算。 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
金期间因被判刑收监执行或者被
劳动教养而停止领取失业保险金
的， 可以在其刑满、 假释、 劳动
期满或解除劳动教养后恢复领取
失业保险金。 失业人员在领取失
业保险金期间， 按照规定同时享
受其他失业保险待遇。 失业保险
金及其他失业保险待遇标准按现
行规定执行。

即失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因
为赖女士曾经有过犯罪和被判
刑， 而将符合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的赖女士排斥在外。

方圆

因犯罪被解除劳动合同
也有权领取失业保险金

【法律咨询台】

□兰伟东

专题【维权】10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txy@126.com│校对 周薇 张旭│美术编辑王巍│本版编辑周卫法│２０15年 1月 14日·星期三

员员工工质质疑疑““登登报报炒炒人人”” 有有效效？？

在现实生活中， 用人单位通过在报刊、 电台等传媒发布声明来解除与劳动者的劳动关系的方式并不罕见，
但用人单位真的可以登报声明解雇员工吗？ 1月4日， 职工郭某不服单位登报将其除名的劳动争议经过仲裁、 一
审和二审， 终于画上了句号。 法院最终认定双方失联已久且单位已尽告知义务， 劳动关系属实质解除。

案情回顾
员工十几年未上班
突然要求返岗遭拒

1998年3月27日 ， 用人单位
在当地报刊刊登通知， 通知郭某
自登报之日起30日内前来单位理
清有关手续， 否则， 按自行离职
除名。 通知到期后无果。

1999年8月24日经用人单位
研究决定后 ， 于同年8月30日 ，
以郭某旷工2年零4个月并欠缴承
包款及汽车材料费为由， 依据相
关规定， 对郭某等三人按自动离
职处理。

2013年6月19日 ， 郭某从单
位得知被单位除名后， 与单位发
生劳动争议， 遂向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请求撤销
单位对其进行除名的决定， 并恢
复其职务。

郭某所在单位则表示， 其请
求已超过诉讼时效， 依法不受法
律保护。

2014年3月21日 ， 该仲裁委
员会作出裁决， 并恢复申请人郭
某的职务。

裁决公布后 ， 用人单位不
服， 向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
认为郭某申请仲裁已超过时效 ，
请求法院依法判处解除其与郭某
之间的劳动关系。

一审法院判决后， 案件又被
上诉到二审法院。

2015年1月1日， 二审法院经
审理查明， 郭某多年未到单位做
工 ， 单位也多年未给其发放工

资， 遂认定郭某与用人单位之间
的劳动关系已具备实质解除条
件， 最终判令双方劳动关系已经
解除。

法官说法
员工长期没有在岗
双方关系实质解除

本案中 ， 郭某作为单位职
工， 在承包期结束后并没有回单
位办理相关手续， 也没有回单位
上班， 其本身存在过错。

结合 “郭某未在长达十几年
的时间里对企业没有给其发放工
资的行为主张过任何权利， 同时
未给单位提供过劳动” 的事实，
用人单位根据郭某的表现作出的
除名决定合法有效。 也即， 应当
认定郭某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
关系已实质解除。

其次， 对于郭某诉称用人单
位在当地报刊上进行公告范围太
小， 应当在全国报纸上公告的请
求， 因为上诉人郭某家庭住址就
在当地， 故单位在当地报刊公告
并无不当。

焦点解读
1.职工的请求是否超过仲裁

时效期间？

本案中， 用人单位并无有效
证据证明其作出的 《决定》 文件
送达至郭某本人。 2013年6月19

日， 郭某从单位处取得文件知道
其已被按自动离职处理， 至其主
张权利之日即提起劳动争议仲裁
之日， 并未超过申请仲裁1年的
时效期间， 故本案未超过劳动仲
裁时效期间， 单位关于郭某申请
仲裁已超过时效的主张不能成
立。

2.双方劳动关系是否已经解
除？

本案中 ， 郭某自1997年4月
与单位的承包合同期限届满后，
既未履行相关手续， 又未向单位

提供联系地址及联系方式， 单位
在无法联系到本人及成年同住家
属的情况下， 登报通知其自登报
之日起30日内前来单位理清有关
手续。 用人单位已履行了告知义
务。

另外， 郭某长期未向单位提
供劳动， 未接受用人单位管理，
其实际行为已证明双方的劳动关
系客观上已经不存在， 双方不享
有和承担劳动法规定的权利义
务。 因此， 法院认为双方之间劳
动关系已经解除， 对单位的该诉
讼请求予以支持。

员工十几年没上班突然要求复职
单位称已登报除名再无劳动关系

法官： 单位已尽告知义务 双方失联致关系实质解除

王女士是一名农村妇女， 两
年 前 随 丈 夫 进 城 ， 在 一 通 讯
公 司 做了一名清洁工 。 最近她
与 通 讯 公 司 签 订 的 劳 动 合 同
即 将 期满 ， 公司要终止合同 。
打印社保资料时王女士发现， 入
职以来通讯公司一直没为其上养
老、 医疗各种社会保险。 王女士
遂要单位补缴， 单位以其不是正
式职工予以拒绝。 无奈， 她申请
劳动仲裁， 可接待人员说过了仲
裁时效。 王女士遂咨询她该怎么
办？

王女士可以到社会保险机关
投诉， 也可以去当地劳动监察部
门试试。

《社会保险法 》 在第 10条 、
第23条、 第86条中规定， 职工应
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由用人单
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

费。 职工应当参加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 由用人单位和职工按照国
家规定共同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
……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
会保险费的， 由社会保险费征收
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 并
自欠缴之日起， 按日加收万分之
五的滞纳金； 逾期仍不缴纳的 ，
由有关行政部门处欠缴数额一倍
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这里需要
注意， 只要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
劳动关系存在， 这种补缴是没有
“时效” 限制的。

如因为劳动关系发生争议用
人单位不予补缴需要仲裁， 而仲
裁过了时效， 可以去劳动监察部
门试试。 劳动仲裁机关受理劳动
仲裁和劳动监察部门受理违法违
规举报时效是不同的。 劳动仲裁
部门受理劳动仲裁的时效为一

年， 有中断、 中止的规定。 劳动
监察部门受理违法违规举报时效
为二年 ， 没有中断 、 中止的规
定。 但违法、 违规行为有连续或
继续状态的， 自行为终了之日起
计算。

据此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
法》 在第27条中规定， 劳动争议
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 仲
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
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
算。 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 因当
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
利， 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
济， 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
务而中断。 从中断时起， 仲裁时
效期间重新计算。 因不可抗力或
者有其他正当理由， 当事人不能
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
间申请仲裁的， 仲裁时效中止。

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
仲裁时效期间继续算。 劳动关系
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
议的， 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
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
制； 但是， 劳动关系终止的， 应
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
提出。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 （国
务院令第423号） 在20条中规定：
违反劳动保障法律、 法规或者规
章的行为在２年内未被劳动保障
行政部门发现， 也未被举报、 投
诉的，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不再查
处。 前款规定的期限， 自违反劳
动保障法律、 法规或者规章的行
为发生之日起计算； 违反劳动保
障法律、 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有
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 自行为终
了之日起计算。

维权超过仲裁时效 可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 □张洪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