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同志：
我在公司工作时， 公司

曾要求部分员工参与宣传画
册的拍摄。 此后， 我的一张
照片被选中， 并印制进了公
司的宣传册。 这本宣传册不
出售， 是对外免费发放的。
因此， 公司没有额外支付给
我任何费用， 也没有任何形
式的奖励。

由于自己当时是公司的
员工， 所以， 就没有提出异
议 。 一年前 ， 我离开了公
司 。 最近 ， 我从朋友处得
知， 该公司的新印制的宣传
画册中依旧有我的照片， 以
至于朋友误以为我仍然在该
公司工作。 为此， 我曾与公
司联系， 要求其停止继续使
用我的照片。

请问， 公司这样做， 算
不算侵犯了我的肖像权？

读者： 宋燕

宋燕读者：
肖像是通过影像 、 雕

塑、 绘画等方式在一定载体
上所反映的特定自然人可以
被识别的外部形象。 肖像权
是自然人享有的对自己的肖
像上所体现的人格利益为内
容的一种人格权。

《民法典》 第一千零一
十九条规定： “任何组织或
者个人不得以丑化、 污损，
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
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
未经肖像权人同意， 不得制
作、 使用、 公开肖像权人的
肖像， 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
除外。 未经肖像权人同意，
肖像作品权利人不得以发
表、 复制、 发行、 出租、 展
览等方式使用或者公开肖像
权人的肖像。”

《民法典》 第一千零二
十条规定： “合理实施下列
行为的， 可以不经肖像权人
同意： （一） 为个人学习、
艺术欣赏、 课堂教学或者科
学研究 ， 在必要范围内使
用 肖像权人已经公开的肖
像 ； （二 ） 为实施新闻报
道 ， 不可避免地制作 、 使
用、 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
（三） 为依法履行职责， 国
家机关在必要范围内制作、
使用 、 公开肖像权人的肖
像； （四） 为展示特定公共
环境， 不可避免地制作、 使
用、 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
（五） 为维护公共利益或者
肖像权人合法权益， 制作、
使用、 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
的其他行为。”

本案中， 你在公司工作
时同意宣传画册的拍摄， 可
以认定你许可公司使用你的
肖像， 公司并不构成侵权。
而在你离职后， 公司制作新
的宣传画册时继续使用你
的 肖像并用于商业用途 ，
该行为既未经你授权或许
可， 也不属于 《民法典》 第
一千零二十条规定的合理使
用肖像权的情形， 因此， 公
司的做法侵犯了你的肖像
权。 你可以根据 《民法典》
第九百九十五条 “人格权受
到侵害的， 受害人有权依照
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请
求 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
之规定 ， 要求公司停止侵
害、 赔礼道歉， 并可以要求
赔偿损失。

潘家永 律师

入职5个月迟到36次
公司辞退资深经理

经猎头公司介绍， 经过公司
负责人面试 ， 唐逸凡于2018年9
月12日正式入职， 并担任公司资
深技术经理一职。 在职期间， 唐
逸凡应发工资为每月27000元 ， 公
司于每月中下旬通过银行转账方
式发放上月工资。

对于签订劳动合同的过程 ，
唐逸凡说， 公司从未与他签订劳
动合同。 公司则称， 其已向唐逸
凡发出劳动合同的电子版， 唐逸
凡收到后将劳动合同打印出来签
字并交给公司。 可是， 由于公司
保管不善 ， 该劳动合同不在了 。
然而， 双方已经签署劳动合同是
事实。

唐逸凡确认公司曾经将劳动
合同的电子文档发给他， 他将劳
动合同打印出来签字后交给了公
司 ， 但公司未在合同上加盖公
章， 也未将劳动合同返还给他。

2019年2月1日， 即唐逸凡入
职第5个月的时候 ， 公司向他发
出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 该
通知载明的理由是唐逸凡入职
后合计迟到36次， 累计时长29小
时38分， 严重违反员工应尽守时
之义务 ， 构成严重违纪 。 同时 ，
要求其2019年2月28日办理离职
手续。

唐逸凡按照约定时间办理了
离 职 手 续 ， 公 司 向 其 支 付 了
13500元离职补偿金。

员工索要二倍工资
公司则向员工索赔

2019年4月23日 ， 唐逸凡向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
请求裁决公司向其支付2018年10
月12日至2019年2月28日未签订
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135830

元、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差额15750元。

仲裁过程中， 公司提出反请
求， 要求唐逸凡赔偿其因提供虚
假学历信息给公司造成的损失
149775.72元。

仲裁委依法对本申请与反申
请两案合并审理。

就劳动合同签订的过程， 唐
逸凡在仲裁庭审时述称， 公司通
过微信方式要求申请人入职， 他
从未拒绝提交毕业证 、 学位证 ，
他已签订公司提供的劳动合同 ，
但他将劳动合同交回公司后公司
并未盖章返还给他。

2019年6月30日，仲裁委裁决
公司向唐逸凡支付相应期间二倍
工资差额134482.76元、 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赔偿金15750元。 此后，
又裁决驳回公司的仲裁反请求。

公司不服以上裁决， 向一审
法院提起诉讼。 其诉讼理由如下：

一 、 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 ，
公司无需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
倍工资差额。 因为， 在仲裁庭审
中， 唐逸凡亲口承认公司已经向
其提交了包括入职申请表、 已签
名的劳动合同等多份文件。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 〈民事
诉讼法 〉 的解释 》 第92条规定 ，
唐逸凡已承认了双方之间签订劳
动合同的事实， 公司无需就已签
订劳动合同一事进行举证 ， 因
此， 公司无需向其支付未签订劳
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二、 唐逸凡采取欺诈手段与
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该劳动合同
应为无效的劳动合同。 因双方劳
动关系无效， 公司无需支付解除
劳动合同赔偿金。 本公司系高科
技公司， 对所聘请的工作人员的
学历有很高的要求。 公司通过搜
索重点大学名单才找到唐逸凡 ，
这一事实在仲裁阶段的庭审中双
方已确认。 而唐逸凡虚假填报其
毕业于重点高校一事，构成欺诈。

再者， 资深技术经理一职具
有学历要求高、 难以替代性、 专
业性强等特点。 如唐逸凡非毕业
于重点大学， 公司不可能聘请其
担任该职位。 而经考察， 公司发
现其不能胜任资深技术经理职
务， 进而发现其通过欺诈手段取
得该职务。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
条和第26条规定， 双方签订的劳
动合同应为无效劳动合同， 故无
需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三、 唐逸凡采取欺诈的方式
订立了无效的劳动合同， 给公司
造成了损害， 应当赔偿公司的经
济损失， 即返还其在公司获得的
劳动报酬149775.72元。

索要二倍工资无据
违法辞退员工属实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 双方争
议的焦点有三： 一是公司应否支
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
额， 二是公司应否支付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赔偿金， 三是唐逸凡应
否向公司支付经济损失赔偿金。

关于焦点一， 唐逸凡认可公
司将劳动合同的电子文档发给
他， 其将劳动合同打印出来签字
并交给了公司， 公司对此也予以
确认。 虽然公司不能提供劳动合
同的原件， 但双方对签订劳动合
同的事实已予以确认， 故一审法
院认为， 公司无需支付未签订劳
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

关于焦点二， 公司称唐逸凡
入职后多次迟到， 公司以严重违
纪解除其劳动合同系合法解除 。
而唐逸凡称其不存在多次迟到的
情况。 对此，公司提交了唐逸凡的
考勤记录以证明其主张， 但该考
勤记录为公司单方制作， 没有唐
逸凡的签名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
其不能证明公司所主张的事实。

另外， 在仲裁阶段和诉讼举
证期限内， 公司均未提交解除劳

动合同所依据的公司规章制度 ，
故一审法院认定公司以唐逸凡多
次迟到属于严重违纪为由解除劳
动合同依据不足。

关于公司提出的唐逸凡通过
欺诈方式与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一
事， 一审法院查明， 唐逸凡系由
猎头公司介绍， 并经过公司面试
通过后进入公司工作， 且在公司
工作近5个月。

根据法律规定， 公司应在唐
逸凡入职后一个月内完成对其情
况的审查并决定是否招聘， 而其
允许唐逸凡在公司工作近5个月
后才发现不符合招聘条件， 明显
超出 《劳动合同法》 给予用人单
位一个月签订劳动合同的时限 ，
因此， 一审法院认定， 公司已经
确认了与唐逸凡的劳动关系。

另外， 公司发现唐逸凡不符
合招聘条件后， 并未以其不符合
招聘条件为由解除劳动合同， 而
以严重违纪解除其劳动合同。 在
无法证明其招聘时已向唐逸凡明
示岗位条件必须是重点大学毕业
的情况下， 一审法院对公司提出
的唐逸凡以欺诈方式获得招聘岗
位、 双方订立了无效的劳动合同
的主张不予认可。

由此， 一审法院认定公司系
违法解雇唐逸凡， 依法应向其支
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关于焦点三， 因双方存在合
法的劳动关系， 唐逸凡已为公司
提供劳动， 就应依法获得相应的
劳动报酬。 而公司将其劳动报酬
等同于公司的损失， 没有事实和
法律依据， 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根据上述认定， 一审法院判
决公司应向唐逸凡支付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赔偿金差额15750元、公
司无需向唐逸凡支付未签订劳动
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34482.76元。

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
诉， 二审法院审理后判决驳回上
诉， 维持原判。

近日， 读者金女士向本报咨
询说 ： 她与5位姐妹承揽了一家
服装厂的一批服装加工任务， 厂
方负责提供加工场所和 设 备 ，
要求她们在80天内全部完成。 在
我们商谈劳动合同条款事宜时 ，
厂方坚持要在合同中约定试用期
条款。

金女士说， 在最终签订的劳
动合同中载明 ： 她与5位姐妹的
工作任务是加工服装， 时间为80
天， 完成加工任务并验收合格时
合同即告终止 ； 她与5位姐妹的
试用期为1个月 ， 试用期内每人
每月工资为3800元， 试用期满后
每人每月工资为5000元。

金女士想知道： 服装厂如此
约定试用期合法吗？

法律分析
试用期是指包括在劳动合同

期限内， 用人单位对劳动者是否
合格进行考核， 劳动者对用人单
位是否符合自己要求也进行考核
的 期 限 ， 这 是 一 种 双 方 双 向
选 择 的表现 。 《劳动合同法 》
第 17条明确规定了劳动合同中应
当具备的条款 ， 同时也明确规
定： “劳动合同除前款规定的
必备条款外，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
可以约定试用期、 培训、 保守秘
密 、 补充保 险 和 福 利 待 遇等其

他事项。”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 用人

单位与劳动者约定试用期 ， 是
“可以约定 ” 而非 “必须约定 ”。
另外， 《劳动合同法》 也明确了
无需约定试用期的情形 ， 其中 ，
第19条第3款规定 ： “以完成一
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或
者劳动合同期限不满三个月的 ，
不得约定试用期。” 第70条规定：
“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不得
约定试用期。”

按照金女士对相关情况的介
绍， 厂方就服装加工这一单项任
务聘用金女士等人， 聘用时间为
80天， 并约定在完成该项任务时

双方的劳动合同即告终止， 这既
符合 “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
限的劳动合同 ”， 也符合 “劳动
合同期限不满三个月 ” 的两种
情 形 ， 显然是不能约定试用期
的。 厂方强行与金女士等人约定
1个月的试用期 ， 违背了 《劳动
合同法》 第19条的规定， 属于无
效条款。

本案中， 服装厂通过强行约
定试用期侵犯了金女士等人的劳
动报酬权， 理应对欠缺部分予以
填平， 即按照每月每人5000元的
工资标准向金女士等人支付劳动
报酬。

程文华 律师

擅自使用员工照片宣传
涉嫌构成员工肖像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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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强行约定试用期怎么办？

虽签过劳动合同但被公司弄丢了

员工能否要求公司支付二倍工资？
□本报记者 赵新政

按照 《劳动合同法》 第7条、 第10条规定，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 建立劳动
关系， 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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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依据本法第82条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根据上述规定， 当公司以严重违纪解除唐逸凡 （化名） 的劳动关系时， 他要求公司向其支付未签订书
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134482.76元。 公司则主张双方曾经签订过劳动合同， 只因保管不善丢失了。
公司认为这种情况不属于未签订劳动合同， 所以， 拒绝了他的要求。

“合同丢了， 就是没有。 况且， 公司是真的把合同弄丢了， 还是从来没有这份合同， 谁也说不清楚。”
唐逸凡申请仲裁寻求支持， 公司则向仲裁提出反申请要求他赔偿公司。 仲裁裁决支持唐逸凡的请求后， 公
司又诉至法院。 12月28日， 二审法院终审判决否决了唐逸凡这一请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