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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新政

案情简介：
百善镇某村村民杜某丈夫早

逝， 两人仅育有一子小李。 2008
年， 小李与小王结婚， 婚内未生
育子女。 2018年， 小李因交通事
故去世， 获得死亡补偿金一笔。
杜某和小王因如何分割补偿金产
生矛盾。 小王认为杜某与小李早
已分户， 这笔钱是他们夫妻的共
同财产， 应全部归自己所有。 而
杜女士则表示自己年岁渐老， 没
有收入来源， 一直是儿子养活，
这钱应有自己一份。 双方到百善

镇法律援助工作站进行咨询。

法律分析：
工作人员从三个方面向进行

解释： 一是死亡赔偿金是对死者
近亲属的赔偿， 是对受害人近亲
属因受害人死亡导致的生活资源
的减少和丧失的补偿。 其赔偿权
利人是死者的近亲属 （即应是第
一顺位继承人配偶 、 父母 、 子
女）， 而不单单是指配偶。

二是死亡赔偿金不属于夫妻
共同财产。 夫妻共同财产是指夫
妻关系存续期间， 夫妻一方或双

方所取得的合法财产， 而死亡赔
偿金实质上是以受害人生命的丧
失为给付条件的， 此时夫妻关系
已经终结。

三是分户不影响扶养关系。
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
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
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
年近亲属。 杜某已年近七旬， 无
劳动能力和经济来源， 主要依靠
小李生活。 因此， 杜某是小李的
被扶养人。

通过工作人员的一番解释，
杜某和小王对死亡赔偿金的性质

和赔偿权利人的范围有了正确的
认识， 双方最终放下隔阂， 决定
协商分配该赔偿金， 一场矛盾得
以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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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合同法 》 第 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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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晃明所在
的餐饮公司未与他签订劳动合
同， 在离职结算时不仅让他在工
资表上签名， 还写上了 “工资已
结清” 字样。

由于该工资表项目栏中标注
有 “全部双倍工资60000元”， 所
以， 公司称离职时已按照上述法
律规定向晁明支付了未签劳动合
同二倍工资差额。 而晁明不认可
公司这一说法， 双方为此发生争
议。 法院审理本案时， 也对此争
议产生了不同看法。

一审法院认为， 根据晁明签
字认可的内容 ， 在其不能证明
“全部双倍工资60000元” 系公司
事后添加的情况下， 应认定公司
已向其支付相应内容。 二审法院
则认为， 因公司不能提交会计凭
证等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 故在
其不能消除合理质疑的情况下应
支持晁明的主张。 据此， 二审法
院于9月21日判令公司再向晁明
支付二倍工资差额4.4万元。

入职年余未签合同
员工离职索要赔偿

晁明今年37岁， 是山东荷泽
人。从烹饪学校毕业后，他一直在
大型饭店工作。 2016年5月3日，经
朋友介绍， 北京一家餐饮公司的
何老板与他面谈后， 当即安排他
到后厨工作。不久，公司又按照其
特长，让他担任凉菜大工。

晁明说， 他家住农村， 不能
享受退休待遇， 所以， 不在乎公
司给不给他缴纳社会保险 。 不
过， 对于劳动合同， 他还是希望
公司与他签订一份。

“入职后我向何老板提出过
签订劳动合同一事， 但老板说等
等 。 等来等去 ， 一年时间过去
了 ！” 晁明说 ， 虽然没有合同 ，
但公司始终按老板承诺的月基本
工资4000元向他发放。

“餐饮服务比较特殊， 加班
加点、 节假日不休息是惯例。 在
职期间， 我每天工作11小时， 每
月仅休息3天， 可公司未依法支
付加班工资， 也未安排我休带薪
年假。” 晃明说， 他觉得公司管
理不规范， 就提出了辞职。

2017年8月3日， 晁明向公司
邮寄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 通

知的主要内容是： 因公司未依法
为晁明缴纳社会保险， 未依法支
付加班费， 未依法支付未休年假
工资 ， 故晁明依据 《劳动合同
法》 第38条之规定， 解除与公司
的劳动关系。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晃明
还向公司提出赔偿要求。 因公司
对其要求不理不睬， 他又向劳动
争 议 仲 裁 委 员 会 递 交 了 仲 裁
申请书。

晃明的仲裁请求主要有7项
内容 ： 1.确认 2016年 5月 3日至
2017年8月4日双方存在劳动关
系； 2.公司支付其11个月的未签
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4.4万
元； 3.公司支付其在职期间未休
年假6天的工资3310元 ； 4.公司
支 付 其 法 定 节 假 日 13天 加 班
工资9084.48元； 5.公司支付其休
息日加班工资37838.03元 ； 6.公
司支付其延时加班工资33750元。
7.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
偿金8000元。

加班工资也是工资
既已结清不能再要

仲裁委审理后裁决确认双方
存在劳动关系， 公司应当向晁明
支付2016年5月至2017年8月期间
未休年假工资1793.1元， 驳回晁
明其他申请请求。

裁决后， 双方均不服， 诉至
法院。

在法院庭审过程中， 晁明主
张其月工资4000元， 并提交盖有
公司公章的工作证明。 该证明的
内容是： “晁明2016年5月3日至
今在本单位工作， 月薪4000元 。
2017年5月13日。” 公司认可该证
明上加盖的公章的真实性， 但不
认可晁明的工资标准， 主张晁明
月基本工资仅为3000元， 每月另
有500元社保补偿。

公司提交有晁明签字的薪资
表， 表格分行显示了晁明自2016
年6月至2017年8月领取工资的情
况， 每列的主要内容为基本工资
3300至4000元不等、 月出勤天数
及已休天数 、 月社保发放500－
1100元不等， 晁明每月在领取印
签栏签字。

公司认可晁明与其在相应期
间内存在劳动关系， 并于2017年
7月31日停止工作。 同年8月3日
双方进行最终结算， 此后解除与
晃明的劳动关系。

公司辩称， 其虽未为晁明缴

纳社会保险， 但每月向他支付社
保补偿； 虽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劳
动合同 ， 晁明没有休带薪年休
假， 但在结算时公司已将双倍工
资、 年休假工资、 各项加班费等
补偿费用支付给晁明。

公司认为， 晁明是以家里有
事为由提出辞职的， 故不同意晁
明的诉讼请求。 同时， 公司反诉
要求 ： 1.确认2017年8月1日至8
月4日期间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
2.不支付晁相应期间的未休年假
工资。

晁明辩称其从未领取过未
休年假补偿， 不同意公司的诉讼
请求。

法院审理认为， 因双方均认
可在相应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故
对此予以采信。

公司提交了有晁明签字的薪
资表， 该表显示其已领取过不低
于法定数额的二倍工资60000元，
以及每月以现金形式发放的社保
补偿， 晁明虽对此表示异议但又
撤回了对该证据的鉴定申请， 在
其未提交证据证明上述内容属于
事后添加项目， 法院确认该证据
的真实性， 同时对于薪资表中的
工资构成、 金额、 社保补偿及出
勤天数予以确认。 在此情况下 ，
晁明仍要求公司支付其未签订书
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主
张， 法院不予支持。

此外， 公司虽然未为晁明交
纳失业和养老保险， 但已按月向
其支付了社保补偿并经其签字确
认， 故晁明以此为由要求公司支
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法
院不予支持。

关于未休年假工资问题， 公
司认可晁明未休年假， 且薪资表
没有显示公司已支付未休年假工
资， 故法院根据 《职工带薪年休
假条例》 第2条、 第5条规定， 认
定公司应向晁明支付工作期间未
休年假工资367元。

对于晃明要求支付的法定节
假日和休息日加班工资， 因其在
薪资表上写明 “工资已结清 ”，
故法院不支持其该项请求。 理由
是 《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
成的规定》 第4条明确规定工资
的构成中包含加班加点工资， 且
“工资已结清” 与显示晁明存在
法定节假日和休息日加班天数的
出勤天数及工资支付记录均在同
一张薪资表中， 故应采信公司已
付清晁明加班工资的主张。

由于晁明不能提供证据证明

延时加班事实存在， 法院对其此
项主张亦不支持。 据此， 法院判
决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公司
需支付晁明未休年假工资367元，
驳回晁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及公司
的反诉请求。

公司没有会计凭证
被判再付工资4.4万

晁明不服判决， 持原审事由
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审理查明， 涉案薪
资表最后一行有晁明在2017年8
月3日书写的 “工资已结清。 晁
明” 字样。 在本行晁明签字之前
还有 “全部双倍工资 60000元 ”
字样。 对此， 晁明主张其在签字
时不存在 “双倍工资” 等字样，
公司亦未支付其二倍工资。

对此， 公司的解释是： 双倍
工资的内容系其会计书写， 在晁
明签字前就存在， 并于当日支付
了晁明现金60000元。

经法院询问， 公司称其是个
体户， 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做账制
度及财务账册来证明支付了晁明
双倍工资； 忘记了给晁明的双倍
工资是如何计算得来的； 书写薪
资表的会计已离职， 不能出庭应
询。 原审过程中， 晁明申请对上
述结算清单进行司法鉴定， 但其
后又撤回了鉴定申请。

鉴于公司表示认可原判，二
审法院认为本案审理焦点是公司
是否应支付二倍工资差额及具体
数额。 根据查明的事实及法律规
定， 公司应向晃明支付二倍工资
差额。 依据相关证据， 应以月薪
4000元进行计算，结果为总额4.4
万元。

对于公司是否已支付二倍工
资问题， 法院注意到以下情况：
一是晁明虽在薪资表中写明 “工
资已结清” 字样， 但其中并未包
含二倍工资结算问题； 二是薪资
表中载明的全部双倍工资60000
元 ， 比 晁 明 应 得 的 数 额 多 出
16000元； 三是二倍工资计算方
法， 公司未能作出合理说明； 四
是对于二倍工资的支出， 公司主
张系现金支付， 且未提交相应财
务账册予以佐证。

因薪资表中有关二倍工资的
结算存在诸多疑点， 且公司未能
进一步举证证明其主张， 故二审
法院不予采信。据此，除维持原判
外， 判令公司再向晃明支付未签
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4.4万元。

死亡赔偿金不是夫妻共同财产，爸妈也有份！

穆某之妻齐某于2016年在
家中猝死 。 料理完后事没多
久， 妻子的弟弟阿武就拿出一
份遗嘱， 要求继承齐某名下的
所有遗产， 包括穆某现在居住
的房屋。 穆某对此愤怒不已，
但阿武不顾及他的感受， 没过
几天又把他诉至北京市密云区
法院。

穆某说， 他与齐某系再婚
夫妻， 二人已携手走过二十多
年。 双方结婚后虽未再生育子
女， 但穆某此前已有两个成年
的儿子， 齐某未成年的女儿程
程跟随两人一起生活。

程程是个非常优秀的孩
子， 工作努力， 靠自己买了房
子、 车子。 但不幸的是， 程程
因身患癌症离世。 她去世后，
遗留下房产两套和小轿车一
辆 。 穆 某 和 齐 某 作 为 程 程
的 继 承人 ， 对上述遗产享有
继承权。

2015年， 齐某和穆某去公
证处办理了程程遗产的公证事
宜 。 穆某当时手写了一份声
明， 表示对程程的遗产， 其自
愿全部放弃继承权。 后来经公
证， 上述遗产全部转移至齐某
名下。 现在， 阿武拿出齐某的
遗嘱， 要求继承齐某名下的两
套房屋及小轿车。

庭审中， 穆某对遗嘱的真
实性提出异议， 并要求进行鉴
定。 经鉴定， 该遗嘱确系齐某
亲笔书写、 亲笔签名。

穆某表示， 当时为了照顾
齐某的情绪及日后方便打理，
他才放弃继承程程的遗产， 全
部登记在齐某名下 。 穆某认
为， “即使我放弃继承程程的
遗产， 本案诉争的房屋和车辆
亦系齐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取得， 就应当是我与齐某的共
同财产。”

法官说法
“程程去世后未留遗嘱，

其遗产在未实际分割之前， 应
为全体继承人共同共有。” 审
理本案的密云区人民法院民三
庭法官栗茜说 ， 根据 《继承
法 》 中关于遗产继承顺序规
定， 程程去世后其遗产的法定
继承人只有齐某和穆某二人，
且二人系夫妻关系。

本案中， 程程的遗产已经
公证处办理了公证。 在遗产分
割时， 穆某在声明中明确表示
对于程程所有的遗产， 其自愿
全部放弃继承权， 故程程的遗
产由齐某一人继承， 属齐某的
个人财产。

对于阿武所持齐某的遗
嘱， 密云法院经审理认为， 齐
某的遗嘱符合 《继承法》 规定
的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 根据
现有证据， 可认定该遗嘱系齐
某真实意思表示。 由于齐某遗
嘱所处分的财产系其死亡时遗
留的个人合法财产， 故该遗嘱
系有效遗嘱。

“《继承法》 第十六条规
定 ， 公 民 可 以 依 照 本 法 规
定 立 遗嘱处分个人财产 ， 并
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 栗茜
法官表示， 齐某在遗嘱中明确
表 示 本 案 诉 争 的 房 屋 、 车
辆 由 阿武继承 ， 故对于阿武
要求继承上述遗产之诉讼请
求， 理由正当、 于法有据， 应
予以支持。

近日， 法院判令两套房屋
及车辆均归阿武继承。

妻弟持遗嘱索要姐姐遗产
财产合法遗嘱有效应支持

公司缺乏会计凭证被判再付4.4万
未签合同应付二倍工资 称已给付却无实质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