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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列举诸多证据
请求确认劳动关系

“随着年龄的增加，我开始重
视工龄的重要性。 考虑到自己曾
在家具店工作7年多的事实，我才
根据法律规定请求劳动争议仲裁
机关和法院确认这段时间的劳动
关系。 ”张亦然说，他所在家具店
主要经营某公司生产的品牌家
具，店里有100多名员工，唯独将
他们从事送货及安装业务的20多
个人排除在劳动关系之外。

为证明自己与家具店存在劳
动关系， 在一审法院庭审时张亦
然提交了许多证据。

针对工作牌、荣誉证书、工作
合影照片、 家具店每月向张亦然
发放工资银行交易明细， 家具店
质证称， 工作牌不是店里自行发
放的， 而是按照生产厂家的统一
安排发放的， 该厂家在全国有多
家门店， 要求安装技师必须携带
工作牌，以便于进行服务评价，工
作牌中也记载了全国统一服务热
线等信息， 这个是品牌管理的规
范要求，并没有家具店签章。

因无法核实工作合影照片真
实性、 荣誉证书上无印章， 家具
店对其不予认可。 家具店认可银
行交易明细的真实性， 但称其未
能体现张亦然所说的每月连续付
款现象， 从金额来看每笔款项数
额都不固定， 且差距较大， 这印
证了双方之间是劳务关系的特
征。 劳务费的结算按照送货安装

货款 3%提取 ， 实行多劳多得 ，
少干少得。 张亦然按照劳务协议
为门店提供上下样劳务也会获得
相应的劳务费， 这也印证了不是
劳动关系， 其不是每月领取固定
工资、 固定数额。

针对张亦然提交的家具店前
台制作的1张2020年4月工资统计
表、 2张考勤表， 家具店不认可
其内容真实性， 理由是2020年3
月和4月， 安装技师推举的队长
夏某因新冠疫情影响未在北京，
故委托家具店前台帮其记录安装
技师劳务情况， 前台统计后发到
安装组微信群 ， 供安装技师核
实， 但统计时误用了家具店员工
的工资表 、 考勤表模板 。 事实
上， 相关表格上记载的仅为安装
劳务费， 而非劳动法意义上的工
资， 考勤表记录的是劳务服务天
数， 亦非劳动法意义上的考勤。

家具店辩称， 从上述表格记
载的人员名单看， 其对不提供劳
务的人， 如证人夏某不支付劳务
费， 对不提供劳务的天数不支付
劳务费。 银行交易明细中的 “保
底” 系错误表达， 家具店不为安
装技师提供保底工资。

单位依法提交反证
证明存在劳务关系

为证明其与张亦然之间系劳
务关系， 家具店依法向法院提交
了证人夏某的证言， 证明夏某与
其签署的是劳务合同， 与夏某一
起工作的组装技师签署的都是劳

务合同。 夏某还当庭提交了其与
家具店老板签订的 《劳务协议》，
并表示其与张亦然一起给生产厂
家送货安装， 二人系同事关系，
他们给家具店干活， 家具店按照
劳务协议发放劳务费。

夏某称， 他是由安装工人选
出的安装队长， 负责分配工作、
统计工作量、 交表到家具店。 张
亦然的劳务费由他统计计算， 疫
情期间系由强某帮他计算， 按照
送货价3%计算总费用 ， 几个安
装工去客户家干活就分给几个
人， 一月一算。

“家具店对安装工的考勤记
录用来和我对账， 我不需要到家
具店坐班 ， 活多早去 ， 活少晚
去， 干完就歇着。” 夏某说， 家
具店对安装技师没有制度要求，
把安装工作做好就行。

对于张亦然提交的微信群的
培训照片， 夏某称， 该培训是生
产厂家对全国所有门店安装技师
的培训， 每逢新品上市厂家都组
织安装培训。 在待遇方面， 上下
样拆装每月基本上固定发 1400
元， 活多时还会单独给钱， 没活
时也不会减钱。 安装工工资不固
定， 按照干活多少确定， 不干就
没有 ， 家具店不给缴纳社会保
险， 也不要求安装工要干多长时
间， 不干了提前一个月打个招呼
就行。

“我们的工服是家具店发
的， 但都是生产厂家提供的， 厂
家要求安装工必须穿工服、 带工
牌。” 夏某说， 安装使用的工具

如电钻、 螺丝刀都是安装技师自
己购买的， 送货车辆由家具店提
供。 安装技师没有任务时就在车
上或库房聊天等出货， 每天上午
8点左右到家具店拿单子就走 。
家具店组织的表彰大会、 旅游活
动， 除了其正式员工， 还会邀请
安装工及家属参与。

此外， 家具店还提交劳务协
议 、 本店员工考勤表 、 工资表
等， 证明其与张亦然之间系劳务
合同关系而非劳动关系。

没有人身财产隶属
劳动关系不能成立

对于双方提交的证据， 经过
质证， 一审法院认为， 张亦然提
交的工作牌、 银行交易明细无法
达到证明目的， 对无法证实真实
性的合影照片及无家具店盖章的
荣誉证书不予采信。 根据工资统
计表上无家具店盖章、 考勤表无
原件等事实， 结合夏某证言， 对
张亦然的相关主张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认为， 劳动关系是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实现劳动过
程中建立的社会经济关系， 是用
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 劳
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提供有
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
系， 兼有平等性与隶属性、 人身
性与财产性的特征。 其中从属性
包括人身从属性和财产从属性，
是劳动关系的本质属性， 也是劳
动关系客观外在的表征， 而人身
隶属性是劳动关系区别于其他法

律关系的核心特征。
本案中， 张亦然和家具店均

符合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
张亦然提交证据证明其受家具店
管理考勤打卡和派活、 从事家具
店指派的有报酬的家具安装、 售
后劳动， 但家具店提交双方签订
的 《劳务协议》， 张亦然认可签
字， 且无相反证据证明该协议不
真实。 家具店申请证人夏某出庭
作证， 夏某平时对张亦然进行管
理、 派活等， 虽然夏某与家具店
存在劳务关系， 但其证言结合张
亦然相关陈述及法院核实情况具
有一定可信度。

从查明的情况来看， 张亦然
的报酬保底部分实行多劳多得、
不劳不得， 去一天有一天的钱，
报酬安装部分以车为单位分配，
具体由谁组车、 谁参与分配、 分
配多少并不由家具店控制。 张亦
然的日常工作， 家具店并不对其
进行考勤管理， 其也不需要在家
具店坐班 ， 待岗也不在家具店
内 ， 家具店对其不要求劳动纪
律， 其可以自由决定给客户帮忙
干活， 帮忙干活的钱也并不给家
具店。

综合上述情况来看， 家具店
和张亦然之间不具有人身隶属
性、 财产隶属性， 不符合劳动关
系的本质特征。 故一审法院判决
驳回张亦然主张确认其与家具店
存在劳动关系、 支付违法解除劳
动合同赔偿金的请求。 张亦然不
服该判决提起上诉， 近日， 二审
法院判决驳回上诉。

劳动者为何不能确认劳动关系？

典型案例
我与公司的劳动合同中就月

工资的金额有着明确的约定， 但
是， 该合同只有一份且交由公司
保管。 在实际操作中， 公司对我
的实发工资一减再减， 甚至还声
称劳动合同中赋予了其对应的权
利。 可是， 面对我的质疑， 公司
又拒不交出劳动合同。

请问： 如果我就此与公司发
生诉讼， 能否要求法院责令公司
交出劳动合同？

法律分析
《劳动合同法》 第十六条第

二款明确规定： “劳动合同文本
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各执一份。”
由此来看， 公司的行为明显与之
相违。 但是， 从另一角度上看，
你有权向法院申请 “书证提出命
令”， 即由法院责令公司交出劳
动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 第一百
一十二条规定： “书证在对方当
事人控制之下的， 承担举证证明
责任的当事人可以在举证期限届
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责令对方
当事人提交。 申请理由成立的，
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对方当事人提
交， 因提交书证所产生的费用，
由申请人负担。 对方当事人无正
当理由拒不提交的， 人民法院可
以认定申请人所主张的书证内容
为真实。”

与之对应， 书证提出命令是
指法院应一方当事人的申请命令
持有书证的另一方当事人或第三
人提交书证。

修改后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
四十五条规定 ： “当事人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事
诉讼法〉 的解释》 第一百一十二
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责令对方
当事人提交书证的， 申请书应当
载明所申请提交的书证名称或者

内容、 需要以该书证证明的事实
及事实的重要性、 对方当事人控
制该书证的根据以及应当提交该
书证的理由。 对方当事人否认控
制书证的，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法
律规定、 习惯等因素， 结合案件
的事实、 证据， 对于书证是否在
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的事实作出
综合判断。” 因此， 申请 “书证
提出命令” 必须符合对应的基本
条件。

结合本案， 由于劳动合同属
于书证， 有着具体的内容， 该内
容对你需要证明的事实有着积极
作用且对于裁判有着重要意义，
在你有证据证明公司所掌握劳动
合同的情况下 ， 法院自会作出
“书证提出命令”。

值得一提的是， 书证存在以
及对方当事人控制该书证的事
实， 有时并非需要证据证明， 申
请人能够陈述充分理由足以让法
院确信， 法院也可以作出事实存
在的认定。 王同翠 律师

公司拒不交出劳动合同
可由法院责令提交

□本报记者 赵新政

电话挂失未止付 储户损失银行担
通过省吃俭用， 刚参加工作

的徐某终于积攒了1.5万元 。 为
了方便使用， 他将该款存到银行
并存了个活期， 银行为他开具存
折一本。 半年后， 徐某持存折取
出5000元。 取款后次日， 在外地
出差的徐某发现存折丢失， 便立
即用电话向银行声明挂失。 银行
工作人员接报后， 经查询发现他
的存款未被冒领， 于是就告知他
次日到银行办理书面挂失手续。

第二天， 徐某如约赶到银行
时， 却被告知存折内的现金已经
被他人冒领。 多次交涉无果， 徐
某诉至法院， 要求银行赔偿自己
的损失。

法院审理认为， 银行工作人
员在接到挂失电话后， 没有紧急
采取冻结止付措施， 致使徐某的
存款被他人冒领， 对自己员工的
过失行为银行应负法律责任。 近
日， 法院判决银行赔偿徐某的损
失。

点评
《储蓄管理条例》 第31条规

定： “储户遗失存单、 存折或者
预留印鉴的印章的， 必须立即持
本人身份证明， 并提供储户的姓
名 、 开户时间 、 储蓄种类 、 金
额、 账号及住址等有关情况， 向
其开户的储蓄机构书面申请挂
失。 在特殊情况下， 储户可以用
口头或者函电形式申请挂失， 但
必须在五天内补办书面申请挂失
手续。”

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 储户
将存款存入储蓄所后， 双方就形
成了储蓄合同关系， 享有各自的
权利并履行各自义务。 当存款人
的存折丢失后， 享有以挂失方式
要求银行暂停支付， 并在规定期
限届满、 履行一定手续后取出
所存款项的权利 。 而银行则负
有在储户申请挂失并符合法律规
定的情况下 ， 为其办理挂失止
付， 并保证已挂失止付的存款不
被冒领的义务。 本案中， 银行未
能履行应负职责， 导致储户的存
款被冒领， 理应赔偿储户徐某的
损失。

李德勇 律师

有工作牌、 考勤表、 派工单、 工资表为证

按照《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只要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管理、从事用人
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就可以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正因为如此，张亦然（化名）虽与家
具店签订有劳务协议，但他认为双方系劳动关系而非劳务关系。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张亦然提交工作牌、派工单、考勤表、工资表等证据，请求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及法院确认他与家具店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并责成家具店向其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等费用。 然而，仲裁及一审法院均未支持他的请求。

结合查明的事实，二审法院以争议双方之间不具有人身隶属性、财产隶属性，不符合劳动关系本质特征为由，于5月18日终审判决驳回张亦然
上诉，维持原审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