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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再婚夫妻的婚后财产约定缘何无效？
近日， 本报读者甄中萍女士

反映， 她与现在的老伴是再婚。
婚前， 她们协议约定： “女方的
工资存起来， 由男方出资负责生
活所需”。 婚后， 老伴几次住院
她都悉心照顾， 老伴的几个在不
同城市生活的孩子有了下一代，
她也专程过去帮忙 。 甄女士觉
得， 她尽到了一个老伴应尽的职
责， 她们的老年生活也很和谐。

结婚3年后， 甄女士和老伴
有了9万元的共同财产。 而这些
钱， 是老伴的工资在支付生活所
需费用后余存的， 老伴曾承诺这
钱有她的一半。

可是， 这个承诺在老伴读完
一篇描写老人再婚的文章后变
了。 老伴认为， 文章中描述的那

位再婚老伴比甄女士做得要好得
多。 自此， 老伴开始对甄女士吹
胡子瞪眼， 还说那9万元不给她
了， 顶多给她三分之一。

甄女士认为， 仅凭一篇文章
就评价她做的好坏难以服人。 再
者 ， 这9万元尽管没她的工资 ，
但也算是婚后共同财产。 到底该
怎么分配， 不应当由老伴一人说
了算。 可她不知道法律是怎么规
定的？

在现实生活中， 与甄女士遇
到类似问题的事情不少。 不过，
从甄女士的讲述看， 接受采访的
潘律师认为， 她与老伴有关财产
的协议是无效的。

《婚姻法》第19条规定：“夫妻
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

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
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
分共同所有。 约定应当采用书面
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
适用本法第17条 、 第18条的规
定。 ”甄女士与老伴婚前协议约定
“女方的工资存起来，由男方出资
负责生活所需”，姑且不论该约定
的形式是否是书面的， 仅就该条
款本身看，约定内容是不明确的，
因此该约定无效。

再者， 甄女士现在无权要求
分割老伴的9万元余存款。 按照
法律规定， 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
前提是夫妻离婚， 在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一般不存在分割财产问
题， 即使向人民法院提出， 也不
会得到法院支持。 除非具有下列

重大理由且不损害债权人利益：
(1) 一方有隐藏 、 转移 、 变卖 、
毁损、 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
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
共同财产利益行为的； (2) 一方
负有法定扶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
病需要医治， 另一方不同意支付
相关医疗费用的。

打个比方， 假如甄女士现在
与老伴离婚， 在分割财产时由于
她们有关财产的协议是无效的，
所以甄女士的工资收入和男方的
9万元属于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的夫妻共同财产， 一般应当由
双方平均分割。 此时， 如果甄女
士生活困难， 男方有给予其适当
经济帮助的义务。

（潘家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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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劳动合同≠存在欠薪

【案例】
2016年6月11日 ， 刘琳萍以

公司拖欠其两个月工资为由， 向
法院提起了诉讼， 依据是自己与
公司的劳动合同中， 已经约定其
月工资为4800元， 而公司一直未
支付。 半个月后， 公司提出答辩
称， 劳动合同中约定的月工资和
没有向刘琳萍发放过工资属实，
原因是刘琳萍一直没有前往公司
上班， 公司没有对刘琳萍实际用
工， 因此， 刘琳萍无权向公司索
要工资。 鉴于刘琳萍未能提供自
己已经上班的证据， 法院最终驳
回了她的诉讼请求。

【点评】
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 一方

面， 发放公司以劳资双方存在劳
动关系为前提 ， 而 《劳动合同
法》 第七条规定 “用人单位自用
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
系。” 可是， 刘琳萍未到公司上
班， 公司自然不存在用工行为，
彼此之间不构成劳动关系。 另一
方面 ， 《关于贯彻执行 〈劳动
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53条规
定 ： “《劳动法 》 中的 ‘工资 ’
是指用人单位依据国家有关规定
或劳动合同的约定， 以货币形式
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劳动者的劳动
报酬。” 而劳动报酬是劳动者付
出体力或脑力劳动所得的对价，
体现的是劳动者创造的社会价
值。 刘琳萍没有付出劳动， 也就
不能仅凭劳动合同索要工资。

时间差异应由单位举证

【案例】
2016年7月8日， 当闵先萍依

约到公司结算自己被拖欠的工资
时， 发现公司给出的欠薪时间只
有三个月计7500元， 而自己掌握
的是四个月计10000元 。 面对闵
先萍的质疑和查账请求， 公司却
一口拒绝， 甚至还明确表示： 要

么按三个月领回去， 要么一分也
别想拿。 无奈之下， 闵先萍只好
照办。 后来， 她又觉得越来越难
以接受。 为讨个说法， 遂在一周
后提起了诉讼， 要求公司再支付
一个月的工资。 法院经审理， 支
持了闵先萍的诉讼请求。

【点评】
闵先萍的请求应获支持 。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第六条
规定： “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
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 用人
单位应当提供； 用人单位不提供
的， 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民
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七十
五条也指出： “有证据证明一方
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
提供， 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
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 可
以推定该主张成立。” 而 《工资
支付暂行规定 》 第六条表明 ：
“用人单位必须书面记录支付劳
动者工资的数额、 时间、 领取者
的姓名以及签字， 并保存两年以
上备查。” 正因为公司负有举证
义务却拒不提供账目， 所以， 公
司只能败诉。

标准不明实行同工同酬

【案例】
邓妮娜入职到公司时， 虽然

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 但没有明
确工资标准。 时至2016年9月7日，
因公司自邓妮娜上班以来连续两
个月未发工资， 邓妮娜提出了辞
职并要求结清工资。在工作中，邓
妮娜与公司相同岗位员工一样付
出了劳动、 取得了同样的工作业
绩， 可公司只同意按当地政府规
定的最低工资标准， 向邓妮娜支
付工资。 性格刚烈的邓妮娜不答
应，双方引发了仲裁和诉讼。

【点评】
公司的做法是错误的。 《劳

动法》 第四十六条规定： “工资
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原则， 实
行同工同酬 。” 《劳动合同法 》

第十八条也指出： “劳动合同对
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等标准约定
不明确， 引发争议的， 用人单位
与劳动者可以重新协商； 协商不
成的， 适用集体合同规定； 没有
集体合同或者集体合同未规定劳
动报酬的， 实行同工同酬； 没有
集体合同或者集体合同未规定劳
动条件等标准的， 适用国家有关
规定。” 在有工作岗位、 工作内
容一样的员工作比较， 邓妮娜的
工作量、 工作业绩与同事相同的
情况下， 公司按当地最低工资标
准向邓妮娜发放工资， 显然与法
律规定相违背。

工资单是最直接的证据

【案例】
梁晓惠入职到一家公司时，

口头约定月工资为 3600元 。 此
后， 公司每月以工资单的形式，
为她发放了7个月工资 。 2015年
10-12月， 公司由于亏损拖欠梁
晓惠三个月工资。 2016年9月15
日， 公司经济状况好转， 当她根
据公司通知领取欠薪时， 发现是
按2400元/月发放的 。 梁晓惠当
即提出金额有误， 而公司表示当
时口头约定的就是这个数。 梁晓
惠拿出以往的工资单证明自己的
说法， 公司则说以前那样发是弄
错了 。 因此 ， 不同意梁晓惠的
“加薪” 要求。

【点评】
梁晓惠可以把工资单作为确

定自己工资标准的最直接的证
据。 工资单是用人单位发放给员
工查询工资明细的凭证。 《工资
支付暂行规定 》 第六条规定 ：
“用人单位在支付工资时应向劳
动者提供一份其个人的工资清
单。” 即发放工资单， 不仅是员
工的权利， 也是用人单位的法定
义务。 这样做， 不但能够保证员
工行使知情权和监督权， 而且能
直接证明员工工作期间享受的工
资待遇， 同时， 它也是仲裁部门
及司法部门认定事实的重要依

据 。 在公司已经按照3600元/月
向梁晓惠发放工资达7个月之久，
此前双方均未提出异议的情况
下 ， 公司仅凭一句 “以前弄错
了”， 是不能否定工资单中所记
载的内容的。

什么证据都没有怎么办

【案例】
2016年10月9日 ， 刘丽香基

于公司自其上班3个月来一直未
发过工资， 再次向公司提出了结
算工资的请求。 岂料， 公司却一
反常态 ， 不仅未再让她等些日
子， 而且一口否认刘丽香是公司
员工。 既没有与公司签订书面劳
动合同， 也没有工资支付凭证的
刘丽香感到很为难。 由于公司没
有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 也没有
为她缴纳各项社会保险， 刘丽香
感慨： 难道公司真的能让我说来
就来， 说走就走， 而且一分钱不
给吗？

【点评】
刘丽香可通过其他方式救

济。 因为 《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
关事项的通知 》 第一条规定 ：
“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
面劳动合同， 但同时具备下列情
形的， 劳动关系成立。 (一) 用
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 法规
规定的主体资格； (二) 用人单
位 依 法 制 定 的 各 项 劳 动 规 章
制 度 适用于劳动者 ， 劳动者受
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 从事用人
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 (三)
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
务的组成部分。” 第二条则进一
步指出 ， 可以参照下列凭证 ：
“工作证”、 “服务证” 等能够证
明 身 份 的 证 件 ； “登 记 表 ” 、
“报名表” 等招用记录； 考勤记
录； 证人证言等。 因此， 只要刘
丽香找到其中任何一项证据， 就
可以证明劳动关系的存在， 在其
付出劳动的情况下就能够获得相
应的报酬。

（颜梅生）

今年， 怀柔工商分局立
足职能要求， 以优化经商环
境、 推动品牌发展、 净化消
费市场为导向， 大力增强旅
游市场主体活力， 扎实服务
旅游产业发展， 营造了良好
旅游市场消费环境。

为促进旅游行业创业，
怀柔工商分局积极落实 “五
证合一、 一照一码”、 “先
照后证” 等工商改革举措，
大力推行窗口绿色通道、 注
册全程电子化、 一站式服务
等便民举措， 着力促进旅游
产业市场主体发展。 去年1
至12月共注册旅游相关企业
719户。 加强旅游品牌建设，
积极开展商标培训、 法规宣
讲等活动 ， 有重点 、 有针
对性地加强商标注册和管
理的服务指导， 实施 “一村
一品一标” 商标战略， 推进
规模企业 “一企一标”、 名
优产品和特优产品 “一品一
标”、 镇乡旅游特色行政村
“一村一标”、 规模较大的农
民专业合作社 “一社一标”
工程。 加大板栗、 蓝莓、 虹
鳟鱼购销合同示范文本推广
力度， 打造民俗旅游特色品
牌， 提高旅游相关商品商标
知名度和购销行为规范化
水平。

大力推进旅游市场消保
维权建设， 将旅游景区、 特
色民俗村等纳入消费维权绿
色通道成员单位， 建立旅游
市场 “绿色通道联盟”， 引
导消费纠纷通过绿色通道快
速化解。 进一步畅通旅游投
诉 举 报 渠 道 ， 充 分 发 挥
12315投诉举报平台作用 ，
及时受理和依法处理相关申
诉举报， 并利用各类媒介及
时发布有关旅游服务 、 购
物、 经营单位信用等方面的
消费提示和警示信息， 提高
消费者识别和防范旅游经营
违法行为的能力。 去年1至
12月， 全区101家绿色通道
成员单位共为消费者挽回经
济损失23.5万元， 切实保障
了消费者合法权益。

此外， 怀柔工商分局还
加强旅游市场违法行为查处
力度， 重点围绕旅行社、 景
区市场开展检查， 集中整治
无证无照或超范围从事旅游
业务的 “黑旅行社”、 利用
合同格式条款免除自身责
任、 旅游购物点商业贿赂、
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经营活
动， 维护良好的旅游市场秩
序， 切实保障旅游者的合法
权益。

下一步， 怀柔工商分局
将在重点旅游景点、 民俗村
建立工商工作站点， 定期开
展市场检查 、 消费纠纷处
理、 法律法规培训等工作，
进一步规范景区及民俗旅
游 市场 ， 促进旅游产业健
康发展。

怀柔分局 江小培

怀柔工商多举措
促旅游业健康发展想追回欠薪须掌握“欠薪”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指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
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
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由此看来，证据是决定当事人胜诉与否的关键。那么，
在追索欠薪的诉讼中，劳动者掌握和应用哪些证据胜算才大呢？ 下列案例，或许能给人以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