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员工申请仲裁提出的4项请
求均得到支持后， 公司同意支付
欠薪， 但对其中另外3项裁决不
服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
公司的诉讼请求后， 公司仍对这
3项内容提起上诉。 经审理， 二
审法院对公司在一审中未起诉、
二审时亦未上诉的另一项内容即
支付欠薪一事也予以审理并作出
终审判决， 这是为什么？

公司自行宣布解散
员工提出四项请求

2021年11月19日， 赵宏强入
职吉瑞建筑公司并从事结构设计
工作。 然而， 双方没有签订劳动
合同， 只口头约定赵宏强月工资
为5000元， 由公司法定代表人曹
吉瑞用手机直接转账支付。

因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
公司于2022年7月16日在工作微
信群中宣布： “公司倒闭解散，
员工工 资截止到 2022年 7月 15
日。” 此后， 赵宏强等员工不再
上班， 但一直未办理离职手续。

2022年7月23日 ， 赵宏强向
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提起申请， 请
求裁决公司 ： 1.支付2022年5月
25日至2022年7月15日被拖欠的
工资8500元； 2.支付2021年11月
19日至2022年7月15日未签订书
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4300
元； 3.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
偿金 5000元 ； 4.支付代通知金
5000元。

经审理， 仲裁机构于2022年
9月6日作出裁决， 对赵宏强的4
项请求均予以支持。

公司不服三项裁决
诉至法院但被驳回

收到仲裁裁决后， 公司仅同
意其中一项， 即同意向赵宏强给
付被拖欠的工资。 但是， 对另外
3项裁决内容 ， 公司不服并于
2022年11月5日诉至一审法院 。

公司的3项诉讼请求是判令公司
不支付赵宏强在相应期间未签订
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 解除
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和代通知
金。

依据在案证据及查明的事
实， 一审法院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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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与劳动者
订立书面合同的， 应当向劳动者
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本案中，
公司与赵宏强之间存在事实劳动
关系， 公司没有与赵宏强签订书
面劳动合同， 依法应当向其支付
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
额， 故对公司主张不支付赵宏强
相应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
资差额的请求， 不予支持。

《劳动合同法 》 第 46条规
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用人
单 位 应 当 向 劳 动 者 支 付 经 济
补偿…… (四) 用人单位依照本
法第 41条第 1款解除劳动合同
的…… (六) 用人单位依照本法
第44条第4项、 第5项规定终止劳
动合同的。” 该规定表明， 用人
单位因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而
经济性裁员， 或者用人单位被吊
销营业执照、 责令关闭、 撤销以
及用人单位决定提前解散而终止
劳动合同时， 应当向劳动者支付
经济补偿。

本案中， 无论公司称受疫情
等外部因素影响故不需要赵宏强
从事结构设计工作， 还是以其在
工作微信群中宣布公司倒闭解散
等为由， 公司均应依据上述规定
向赵宏强支付经济补偿金， 故对
公司主张不向赵宏强支付经济补
偿金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不予
支持。

《劳动合同法》第40条规定，
用人单位在依法提出解除或终止
劳动合同时应该提前30日书面通
知劳动者本人。 在实践中， 如果
用人单位没有依法提前30日通知
的， 可以给付一个月工资作为代
替。 本案中， 公司未提前30日书

面通知赵宏强解除劳动合同， 应
当向其给付一个月的工资作为代
通知金。 因此， 公司提出的不向
赵宏强支付代通知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公
司提出的3项诉讼请求。

仅仅驳回公司诉请
无法维护员工权益

公司不服一审法院判决， 上
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 发回重审
或依法改判其不向赵宏强支付未
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经
济补偿金及代通知金。

公司的主要上诉理由为： 一
审法院认定公司与赵宏强存在劳
动关系错误， 赵宏强系公司雇佣
的劳务人员， 从事的业务系公司
的业务组成部分， 如果非业务需
要就无需雇佣赵宏强， 因此， 不
能据此认定双方之间系事实劳动
关系。 在双方不存在劳动的情况
下， 公司当然无需向赵宏强支付
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
额。 同样基于这一理由， 公司也
无需向赵宏强支付经济补偿金和
代通知金。

针对公司提出的3项上诉请
求， 二审法院经全面审查， 结合
在案证据证明的事实， 依然不予
支持。 同时作出以下判决： 一、
撤销原审民事判决； 二、 公司向
赵宏强支付2022年5月25日至7月
15日工资8500元； 三、 公司向赵
宏强支付未签书面劳动合同二倍
工资差额34300元 ； 四 、 公司向
赵宏强支付经济补偿金5000元；
五、 公司向赵宏强支付代通知金
5000元。

对比一下二审法院判决事
项， 除第一项外， 其他内容与仲
裁裁决完全一致。 公司表示， 其
同意仲裁机构作出的支付赵宏强
被拖欠工资的裁决且愿意履行，
二审法院为什么还需要再对此项
判决一次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
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一）》 第16条规定， 劳动争议仲
裁机构作出仲裁裁决后， 当事人
对裁决中的部分事项不服， 依法
提起诉讼的， 劳动争议仲裁裁决
不发生法律效力。 本案属于仲裁
裁决有实体内容， 公司对裁决事
项不服提起诉讼后， 仲裁裁决并
未发生法律效力， 不能作为执行
依据。 由于一审法院仅驳回公司
的3项诉讼请求， 公司已经按照
裁决支付给赵宏强的被拖欠的工
资失去了执行依据， 所以， 在一
审判决确有不当、 公司上诉请求
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情况下，
二审法院才对此予以纠正， 在撤
销一审判决的同时将公司应支付
赵宏强被拖欠工资这一仲裁裁决
事项写入判决主文。

【评析】
正确适用法律才能维护

公平正义

司法实务中， 当事人对仲裁
裁决部分事项不服的案件占比相
当高。 若按照 “不告不理” 的民
事诉讼原则， 对于当事人没有提
起诉讼的事项， 法院原则上是不
予审理并作出判决的。 此种情形
下， 一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事项
的审理结果就分散在仲裁与生效
判决之中， 而根据 《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
律问题的解释 （一）》 第16条规
定， 当事人对裁决中的部分事项
不服， 依法提起诉讼的， 劳动争
议仲裁裁决不发生法律效力。 如
果法院对仲裁已经裁决的、 当事
人未提起诉讼的事项不予以审
理， 则面临无法进入执行环节的
窘境。 本案中， 二审法院及时发
现此问题， 并及时进行审理、 予
以更正是正确的。 正因为如此，
才维护了公平正义。

（本文当事人及单位均为化名）
杨学友 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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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人未婚同居后分手， 对于
期间生育的未成年子女仍负有抚
养、 教育的义务， 不能想不抚养
就不抚养、 不想给付抚养费就不
给付， 更不能对孩子是否是自己
亲生的轻易否认。 以下案例对此
进行了法律解析。

【案例1】
抚养责任不能想推卸就推卸

蔡先生和陈女士未婚同居生
下儿子宇宇。此后一年，双方选择
了分手。 考虑到带个孩子对自己
日后生活不便， 彼此都拒绝抚养
宇宇。他们能推卸掉抚养责任吗？

【点评】
对宇宇的抚养责任， 蔡先生

和陈女士不能推卸 ， 也推卸不
掉。

《民法典 》 第1071条第1款
规定： “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
子女同等的权利， 任何组织或者
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 因
此 ， 对非婚生子女应当由谁抚

养， 同样必须以有利于其健康成
长作为根本原则。

司法实践中， 除母亲患有久
治不愈的传染性疾病或者其他严
重疾病 ， 子女不宜与其共同生
活 ， 或有抚养条件不尽抚养义
务， 而父亲要求子女随其生活，
或因其他原因， 子女确不宜随母
亲生活的外， 2周岁以下的子女
应随母亲生活。 2周岁以上的子
女， 则要综合考虑父母的经济状
况、 个人素质、 生活环境、 对子
女的责任感等多方面因素， 来确
定子女抚养权的归属。 鉴于宇宇
不满2周岁， 自然应当由陈女士
抚养， 蔡先生则必须承担抚养费
用。

【案例2】
抚养费用不能想拒付就拒付

秦女士与孟先生未婚同居生
活后生育一女。 双方分手时约定
女儿由秦女士抚养， 孟先生承担
抚养费， 但孟先生一直是想拒绝
就拒绝、 想给多少就给多少。 这

样做对吗？

【点评】
在抚养费支付上孟先生不得

随意，其应当如何给、给多少须按
法律规定办。

《民法典》第1071条第2款规
定：“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
父或者生母， 应当负担未成年子
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
的抚养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一）》 第49条规定：“抚养费的数
额，可以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
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
生活水平确定。有固定收入的，抚
养费一般可以按其月总收入的
20%至30%的比例给付。 负担两个
以上子女抚养费的， 比例可以适
当提高， 但一般不得超过月总收
入的50%。 无固定收入的，抚养费
的数额可以依据当年总收入或者
同行业平均收入， 参照上述比例
确定。有特殊情况的，可以适当提
高或者降低上述比例。 ”因此，孟
先生应当照此规定给付抚养费。

【案例3】
亲子关系不能想否认就否认

郑女士与何先生未婚同居后
生下女儿芹芹。时过两年，双方分
手。郑女士要求共同抚养芹芹，何
先生却表示自己不是芹芹的亲生
父亲， 但又不能提供证据甚至拒
绝进行亲子鉴定。他能这么做吗？

【点评】
对于自己是不是芹芹的亲生

父亲，何先生仅凭口说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

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
39条第1款规定：“父或者母向人
民法院起诉请求否认亲子关系，
并已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
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
鉴定的， 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否认
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 ”本案
中， 何先生虽否认与芹芹存在亲
子关系，但不能提供任何证据，甚
至拒绝做亲子鉴定，依据该规定，
其主张不能成立。 颜梅生 法官

编辑同志：
当今， 许多人下班后

或者正处于休假期间还得
盯着微信等社交媒体， 查
看相关任务讯息。 当看到
公司有关任务的通知时，
不得不强打精神， 进入工
作状态； 当看到客户信息
时， 就得立马回复、 解答
或者沟通。 为此， 不少人
发出 “24小时都在工作 ”
的感慨。 劳动者的大量休
息时间被占用且耗费了精
力， 但许多单位无视劳动
者的额外付出， 认为看个
微信 、 回个消息是 “顺
手” 而为， “随意” 完成
的事， 况且这些事情又不
是在工作场所完成的， 也
不是单位安排的， 算不上
正规的加班。

请问： 劳动者长期在
工作时间、 工作场所以外
通过微信等社交媒体工
作， 可否认定为加班？

读者： 蔡庆峰

蔡庆峰读者：
加班， 指的是除法定

或者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
以外， 正常工作日延长工
作时间或者双休日以及国
家法定假期期间上班从事
本职工作或者单位安排的
其他工作。 传统意义上的
加班， 其判定标准一般包
括三个方面： 一是用人单
位安排， 二是工作时间以
外， 三是从事工作或者工
作相关的活动。

当今， 劳动者工作模
式越来越灵活， 可以通过
手机、 电脑随时随地提供
劳动， 不再拘限于用人单
位提供的工作地点、 办公
工位， 特别是劳动者在工
作时间、 工作场所以外利
用微信等社交媒体开展工
作等情况并不鲜见 。 对
此， 能否认定为加班， 不
能仅因劳动者未在用人单
位工作场所进行工作而作
简单的否定， 其判断标准
与传统意义上的加班有所
不同， 一般应从以下三个
方面做综合判断： 一是看
劳动者是否提供了实质工
作内容。 如果使用社交媒
体做简单的回复或者一般
简单沟通， 则不宜认定为
劳动者付出了实质性劳动
内容。 二是看是否明显占
用了休息时间。 如果使用
社交媒体工作明显具有周
期性和固定性特点， 而非
临时性、 偶发性的， 则可
以认定为明显占用了劳动
者休息时间。 三是看是否
属于用人单位安排的， 即
是否体现了用人单位管理
用工的特点。 如果以上三
点均满足， 就可以认定构
成加班， 用人单位应当依
法支付加班费。

至于如何认定加班时
长， 也要进行综合考虑。
由于利用社交媒体的加班
不同于传统的在工作岗位
上的加班， 加班时长等往
往难以客观量化， 所以，
应当根据具体情况予以酌
定。 如果以利用微信等社
交媒体开展工作的全部时
长作为加班时长， 则有失
公平。

潘家永 律师

对于非婚生子女， 父母不能推卸应尽义务

法院为何还需重审欠薪并作出判决？
公司仅对欠薪之外其他3项仲裁事项提起诉讼 下班后回复工作微信

能否视为劳动者加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