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同志：
我所在公司与周某发生

劳动争议后 ， 周某申请了劳
动仲裁 。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
会虽然就此作出了劳动争议
仲裁裁决书 ， 但没有在劳动
争议仲裁裁决书中载明终局
裁决或非终局裁决 。 公司虽
然不服裁决 ， 但因不知怎么
办 ， 没有向法院提起诉讼 。
时隔两个月后 ， 周某申请法
院执行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书。

请问 ： 公司能否再提起
诉讼？

读者： 王菲菲

王菲菲读者：
公 司 已 经 无 权 再 提 起

诉讼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 （四）》 第二条规
定 ： “仲裁裁决的类型以仲
裁裁决书确定为准 。 仲裁裁
决书未载明该裁决为终局裁
决或非终局裁决 ， 用人单位
不服该仲裁裁决向基层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的 ， 应当按照
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 （一 ）
经审查认为该仲裁裁决为非
终局裁决的 ， 基层人民法院
应予受理 ； （二 ） 经审查认
为该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的，
基层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 但
应告知用人单位可以自收到
不予受理裁定书之日起三十
日内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撤销该仲裁裁决 ； 已经
受理的， 裁定驳回起诉。”

这就是说 ， 在劳动争议
仲裁裁决书未载明终局裁决
或非终局裁决的情形下 ， 关
于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书是终
局裁决或非终局裁决的裁判
权归属人民法院 ， 且一律由
基层人民法院审查决定是否
受理 。 如果用人单位对劳动
争议仲裁裁决书不服 ， 可以
在收到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书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基层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 如果用人单
位又对基层人民法院不予受
理的裁定不服 ， 则必须在收
到不予受理裁定书之日起三
十日内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
院提出申请撤销 ； 如果用人
单位逾期没有为之 ， 则不能
再行使撤销权 ， 因为当事人
均有知晓法律的义务 ， 尤其
是处于相对强势地位的用人
单位更应知晓具体的法律要
求 ， 不能因不知道或执行不
力而影响法律规定的效力。

与之对应 ， 虽然本案所
涉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书中并
未载明终局裁决或非终局裁
决 ， 但不能否定的是公司既
没有在十五日内提起诉讼 ，
更没有向中级人民法院申请
撤销 ， 其相应权利自然已经
“过期作废”。

值得一提的是 ， 如果劳
动争议仲裁裁决书已经明确
载明劳动者 、 用人单位如果
对仲裁裁决不服 ， 可以自收
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就表明该仲裁裁决并非终局
裁决 ， 用人单位可以按非终
局裁决进行处理。

廖春梅 法官

【维权】11专题

法院判令酒店支付赔偿金

国庆长假需注意，平安文明旅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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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国庆时逢新中国成立70
周年大庆，为确保广大消费者过
一个欢乐祥和的国庆佳节，需平
安文明出行，喜迎国庆佳节。

跟团旅游度假的消费者请注
意确认旅行社的经营资质 。 查
看旅行社是否有 《旅行社业务
经 营 许 可 证 》 《 营 业 执 照 》
《出境旅游业务经营许可证》 等
相关证照， 尽量选择信誉度高、
管理规范的旅行社。

签订合同时 ， 应当约定乘
坐的交通工具 、 旅行线路 、 景
点项目 、 食宿标准 、 安全保险
等内容 ， 明确双方权利义务以
及违约责任。

合同签订以后 ， 消费者因
故不能出行 ， 应尽早告知旅行
社 ， 减少不必要的费用 。 缴费
时要索取发票和旅游合同 。 请
不要轻信个别经营者的广告宣
传， 选择 “低价旅游、 零团费”

的旅游产品 ， 出境旅游的消费
者务必确认所选择的旅行社是
否具备出境游的相关资质。

在旅游过程中 ， 将安全放
在首位 ， 保管好自己的财物 ，
照顾好老人和小孩 ； 尽量不要
购买名贵商品 ； 遵守相关国家
法律法规和景区管理规定 ， 做
到守法文明出游。

自驾游的消费者出游前要
选择好出行线路， 检查好车况，

最好与朋友结伴同行 ， 要通过
央视新闻等媒体适时了解出行
期间的天气 、 路况 、 景区信息
等情况 ， 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
每天的出行路程要适度 ， 不要
疲劳驾驶 ， 更不要酒后驾车 ，
路遇堵车等突发情况 ， 要保持
良好心态， 自觉维护交通秩序，
做到文明礼让 ， 遵守社会公德
和国家法律法规， 传播正能量，
做文明公民。

·广告·

按照 《劳动合同法》 规定，
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
动合同。 《劳动合同实施条例》
第5条 、 第6条又规定 ， 自用工
之日起1个月内， 经用人单位书
面通知后 ， 劳动者不与用人单
位订立书面合同的 ， 用人单位
应当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
关系 ， 无需向劳动者支付经济
补偿 。 否则 ， 用人单位自用工
之日起超过1个月不满1年未与
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
应当依照 《劳动合同法 》 第82
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
倍的工资 ， 并与劳动者补订书
面劳动合同。

丁玮是在入职7年后， 因拒
绝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被
酒店辞退的。 从表面看，酒店依
据上述法律规定，以其不与单位
签订劳动合同而解除劳动关系
是正确的，可以不予补偿。 但是，
本案的特殊之处是：丁玮不是一
般的拒绝签订劳动合同，而是拒
绝倒签劳动合同 ， 况且倒推的
时间将近4个月之久。

9月24日， 二审法院终审认
定酒店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判令其向丁玮支付赔偿金 、 二
倍工资差额等59137.67元。

员工拒绝倒签合同
酒店解除劳动关系

丁玮大学毕业后 ， 于 2010
年12月16日入职位于西三环的
一家北京大酒店 。 在职期间 ，
双方曾连续签订两次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 。 其中 ， 第一次劳动
合同期限为2010年12月16日至
2012年6月30日， 第二次劳动合
同期限为2012年7月1日至2017
年6月30日。 合同约定， 丁玮工
作岗位是前厅预定人员 ， 每月
工资标准为3283.33元。

“虽然酒店开出的工资比较
低 ， 但上班地点离家近 ， 我就
一直坚持下来。” 丁玮说， 第二
份劳动合同到期后 ， 酒店未及
时 与 她 续 签 劳 动 合 同 。 直 到
2017年10月， 即过了将近4个月
的时间 ， 酒店才提出与她签订
劳动合同。

“按照 《劳动合同法 》 规
定 ， 我在连续签订两次劳动合
同后 ， 可以要求与酒店签订无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 丁玮说 ，
酒店当时也让她签订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 。 但是 ， 酒店的要
求是把合同签订的时间提前到
她 的 原 劳 动 合 同 终 止 时 ， 即
2017年7月1日。

“我不同意这种倒签劳动合
同的做法 ， 当即向酒店提出异
议 。 但是 ， 酒店负责人不予理
睬。” 丁玮说， 此后， 酒店又找
过她一次 ， 还是按上次的条件
签订劳动合同， 她仍然没同意。

2017年10月20日 ， 酒店向
丁玮发出终止劳动关系告知书，
称酒店于2017年10月21日与丁
玮终止劳动关系 ， 其正常出勤
时间至2017年10月20日。

解除合同是否违法
争议双方各执一词

丁玮主张酒店解除其劳动
关系的行为违法 。 其提交证据
分别是劳动合同书及《终止劳动
关系告知书》。 其中，两份劳动合
同书载明：酒店与丁玮曾经两次
签订劳动合同，第二份合同终止
日期为2017年6月30日。

《终止劳动关系告知书》 是
酒店向丁玮发出的 ， 主要内容
是 ： 2017年6月6日 ， 酒店向你
下达续订 《劳动合同意向书 》，
明确表明要与你签订 《无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书 》。 在此期间 ，
你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 2017年
10月12日 ， 酒店与你签订 《无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书 》 时 ， 你
表示拒绝签订 ， 但没有提出正
当理由 。 此后 ， 酒店又于2017
年10月18日再次表示与你签订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书 》， 你
再次拒绝签订 。 因你多次单方
拒绝签订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书》， 根据 《劳动合同法》 以
及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 的
规定 ， 酒店决定于2017年10月
21日起与你终止劳动关系。

酒店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
性 ， 但不认可证明目的 。 酒店
提出 ， 其解除丁玮劳动关系的
原因 ， 是丁玮多次拒绝签订无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 至于酒店
迟延签订劳动合同的原因 ， 是
其申请综合工时制需要时间 ，
进而导致签订时间延后 ， 并非
出于主观故意逃避或者违法不
与丁玮等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

为证明其主张 ， 酒店提交
如下证据：

1. 《无固定期限合同意向
书 》。 该意向书显示 ： 2017年6
月6日， 酒店与丁玮签订 “酒店
续订/终止合同意向书 （无固定
期限合同 ）”， 其中 ， 是否愿意
续订劳动合同一栏载明 “是 ”
字样 ， 部门经理意见一栏载明
“根据本人工作表现和前厅人员

安排， 同意续签”， 本人签字一
栏中载明 “丁玮” 签字字样。

对此， 丁玮认可其真实性，
表示自己有签订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的意愿。

2.酒店会议纪要。 该会议纪
要于2017年10月18日由酒店办
公室出具 ， 载明2017年6月6日
酒店向丁玮下达续订 《劳动合
同意向书》， 此后又两次找其签
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 但被
拒绝 。 酒店本着以人为本的精
神 ， 由李总找丁玮详谈 2个小
时 ， 但没有任何效果 。 于是 ，
酒店决定终止丁玮的劳动关系。

3.王青确认书和劳动合同
书 ， 证明他人已倒签合同 。 确
认书载明： “王青： 2017年6月
6日酒店向你下达续订 《劳动合
同意向书》， 你签字同意。 由于
酒店此间向人社局办理综合工
时审批事宜 ， 故与你续订劳动
合同拖延至 2017年 10月 12日 。
为完善劳动合同档案 ， 将向你
提出补正 。 请签字确认上述情
况。” 确认签字处有 “王青” 字
样签字 。 王青劳动合同书显示
酒店和其签订劳动合同的时间
为2017年7月1日。

终局裁决支付赔偿
单位上诉仍被驳回

丁玮认定酒店构成违法解
除劳动关系，向仲裁机构申请劳
动争议仲裁。 仲裁机构审理后作
出终局裁决，由酒店向丁玮支付
在职期间未休年假工资1207.66
元、2017年7月1日至2017年10月
20日期间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11963.39
元，但驳回其他仲裁请求。

丁玮不服裁决向大兴区法

院提起诉讼 ， 要求将酒店支付
终止劳动合同补偿金22983.31元
的诉讼请求 ， 变更为支付违法
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45966.62
元， 并坚持其他诉讼请求。

毛 希 彤 法 官 认 为 ， 根 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
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 》 规定 ， 人民法院受理劳动
争议案件后 ， 当事人增加诉讼
请求的 ， 如该诉讼请求与讼争
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
合并审理 。 本案中 ， 丁玮提出
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的诉
讼请求 ， 与仲裁请求系基于同
一事实 ， 与讼争劳动争议具有
不可分性 ， 所以 ， 对于该项诉
讼请求法院在本案中一并处理，
对于酒店提出的该项诉讼请求
未经仲裁前置的抗辩不予采纳。

毛希彤法官认为 ， 丁玮已
与酒店连续两次订立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 ， 双方应签订无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 ， 酒店以申请综
合工时制为由要求丁玮倒签劳
动合同没有法律依据 ， 丁玮予
以拒绝系正当行使权利 ， 酒店
据此将其辞退缺乏依据 。 由于
双方已形成无固定期限劳动关
系 ， 酒店以丁玮拒签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为由提出 “终止 ”
劳动关系 ， 系违法解除劳动关
系， 故应采纳丁玮的主张。

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 ， 法
院判决酒店向丁玮支付违法解
除劳动关系赔偿45966.62元、 未
休年假工资1207.66元、 2017年7
月1日至10月20日期间未签订无
固 定 期 限 劳 动 合 同 二 倍 工 资
差 额 11963.39 元 ， 各 项 共 计
59137.67元。 公司不服判决提出
上诉 ， 二审法院审理判决 ： 驳
回上诉， 维持原判。

裁决书未载明是否终局
单位能否诉请法院处理？

员工拒绝倒签劳动合同被辞退

□本报记者 赵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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