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赵新政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
位确立劳动关系、 明确双方权利
和义务的协议， 劳动合同书则是
劳动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最基
础证据和有力武器。 按照 《劳动
合同法》 规定， 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订立劳动合同不仅内容要齐全
合法， 对于签订什么样的劳动合
同文本、 合同文本应当有几份、
由谁保管合同文本等也作出了明
确具体的规定。 可是， 现实中不
少劳动争议是因劳动合同文本不
符合要求引发的。 以下案例， 对
相关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法理评
析。

【案例1】
拿不到劳动合同文本，

劳动者怎么办？

2023年8月3日， 秦女士到公
司报到上班后， 公司人事专员拿
出两份劳动合同书让她过目并签
名。 秦女士签注本人姓名和日期
后， 公司人事专员以合同需要加
盖公司印章为由将劳动合同书拿
走。

近日， 秦女士找该人事专员
索要劳动合同书， 对方以合同书
已装入职工档案由公司统一保管
为由， 婉言拒绝。 那么， 面对公
司的此种做法， 秦女士怎么办？

【点评】
劳动者作为劳动合同的签约

一方， 自然有权持有劳动合同文
本，否则，一旦自己的劳动权益受
到侵害， 就很难证明自己应当享
有的各项劳动权利。 为此，《劳动
合同法》 第十六条规定：“劳动合
同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
致， 并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

动合同文本上签字或者盖章生
效。 劳动合同文本由用人单位和
劳动者各执一份。” 该法第八十
一条规定： “用人单位提供的劳
动合同文本未载明本法规定的劳
动合同必备条款或者用人单位未
将劳动合同文本交付劳动者的，
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给劳
动者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 据此， 用人单位不仅负
有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义务， 而且有向劳动者交付劳动
合同文本的责任， 否则要承担相
应的法律后果。

本案中， 公司未将其中一份
劳动合同文本交付给秦女士， 显
然属于违法行为。 秦女士现在可
以进行投诉， 由当地劳动保障监
察部门责令公司限期改正。

【案例2】
单位能否以未在劳动合

同文本盖章为由， 否认劳动
关系？

魏先生入职某公司2周后 ，
双方订立了书面劳动合同 。 后
来， 公司交给魏先生的合同书上
只有魏先生的签名， 而没有加盖
公司的印章 。 2023年9月12日 ，
魏先生在上班期间遭遇事故伤
害。 公司为逃避承担工伤赔偿责
任， 以其未在劳动合同上盖章为
由 ， 否定与魏先生存在劳动关
系。

那么 ， 公司的理由能否成
立？

【点评】
公司否认与魏先生存在劳动

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
一方面， 确定劳动关系并不

是以双方是否已订立书面劳动合
同为依据的。 《劳动合同法》 第
十条规定： “建立劳动关系， 应
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已建立劳
动关系， 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
同的， 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
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
与劳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
的 ， 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
立。” 据此， 确认劳动关系是否
存在， 应当以是否已经用工为依
据。 相应的， 公司无权以其未在
劳动合同上盖章为由， 否定与魏
先生存在劳动关系。

另一方面， 在未订立书面劳
动合同而用人单位又否认存在劳
动关系的情况下， 根据原劳动和
社会保障部 《关于确立劳动关系
有个事项的通知》 规定， 劳动者
可以提供以下某一项或某几项证
据， 来证明自己与用人单位已经
建立劳动关系： (一) 工资支付
凭证或记录、 缴纳各项社会保险
费的记录； (二) 用人单位向劳
动者发放的 “工作证 ” “服务
证 ” 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 ；
(三) 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
招聘 “登记表” “报名表” 等招
用记录； (四) 考勤记录； (五)
其他劳动者的证言； （六） 其他
证据材料， 如罚款单、 押金条、
书面处分材料、 薪资欠条， 以及
单位利用社交媒体布置任务的记
录 等 。 其 中 ， （ 一 ） （ 三 ）
（四） 项的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
负举证责任。

【案例3】
已上网备案， 就等于有

劳动合同文本吗？

徐先生于2022年9月2日入职

某公司 ， 2023年8月1日提出辞
职。 由于公司一直未与徐先生订
立书面劳动合同， 所以， 徐先生
要求公司支付给未订立书面劳动
合同的二倍工资。 不料， 公司竟
然说双方已订立过书面劳动合
同， 合同期限为2年， 且已进行
了网上备案， 因此拒绝给付二倍
工资。 可是， 徐先生从未见过所
谓的劳动合同文本， 更谈不上在
上面签名了。

那么， 已办理劳动合同网上
备案就等于订立过书面劳动合同
吗？

【点评】
劳动合同网上备案的前提是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了书面劳
动合同或者电子劳动合同， 且在
备案时应当提交双方订立的劳动
合同文本。 推行劳动合同备案制
度的目的， 在于掌握用人单位劳
动合同签订的情况， 及时督促用
人单位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 维
护职工与用人单位双方的合法权
益。 然而， 由于用人单位单方即
可办理劳动合同备案手续， 无需
劳动者参与， 这就可能存在用人
单位代签劳动合同或者其他弄虚
作假的情况。 所以， 即使办理了
劳动合同网上备案也不能证明双
方已订立过劳动合同。

就本案而言， 如果徐先生将
诉诸于劳动争议仲裁或者法院，
那么，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 一旦
公司无法提供由徐先生签名的劳
动合同文本， 劳动争议仲裁机构
或者法院就会认定公司未与徐先
生订立过书面劳动合同， 进而依
法裁决或判令公司向徐先生支付
二倍工资。

潘家永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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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买房过程中， 我与丈夫
慎之又慎， 既要求价格合理， 还
要求地理位置优越、 楼层高低适
中、 小区配套齐全。 可是， 我们
经过详细考察， 在与刘先生签订
合同， 决定购买其现住房时又上
了当。” 穆女士说， 由于刘先生
隐瞒其父非正常死于家中， 她认
为自己购买的是 “凶宅”， 遂要
求撤销购房合同， 并由刘先生向
其退还购房款。 为此， 本案诉至
法院。 经审理， 法院于近日判决
支持穆女士的诉讼请求。

基本案情
2021年8月 ， 穆女士及其丈

夫通过房产中介找到欲出售自己
住房的刘先生。 在看过楼房建筑
时间、 房间户型及小区环境后，
穆女士认为， 刘先生的住房虽然
在一楼、 位置偏低， 但其在负一
层有一处经过改造房间可供居
住， 便打算与刘先生签订购房合
同。

2022年6月 ， 穆女士交齐购
房款并与刘先生办理了房屋所有
权变更登记手续。 此后， 穆女士
对房屋进行了装修， 全家也搬到
新居生活。 同年8月， 穆女士与
刘先生之妻闲聊时， 无意间获悉
刘先生之父于2020年11月在拆除
地下车库与负一层空间之间的围
墙时被倾倒的围墙砸中并当场身
亡。

“难怪刘先生在卖房时愿意
做较大让步， 以比邻居偏低的价
格出售房屋。” 穆女士说， 得知
刘先生之父死于自己所购住房之
后， 她觉得住在这样的 “凶宅”
里不吉利， 多次联系刘先生解决
问题， 但均被拒绝。

无奈， 穆女士以刘先生在签
订房屋买卖合同时故意隐瞒房屋
内发生过非正常死亡的信息， 致
使其因被欺诈作出以市场价格购
买房屋的错误意思表示， 请求法
院撤销其与刘先生签订的房屋买
卖合同。

争议焦点
刘先生认为， 其虽未在出售

房屋时将自己父亲非正常死亡的
事实告知买主穆女士， 但事故发
生地在公共车库和改建的地下
室， 该位置不属于其所出售房屋
的专有部分， 即非房屋买卖合同
约定的交易范围， 故不同意穆女
士提出的诉讼请求。

此外， 刘先生认为， 忌讳凶
宅是迷信、 恶俗， 不应认定为传
统善良风俗。 因此， 其作为出卖
方并不负有主动告知义务， 穆女
士以此为由指责他构成欺诈缺乏
事实依据， 若其诉讼请求得到支
持， 则显失公平。

法院判决
经审理， 法院认为本案争议

焦点是刘先生作为房屋出卖方没
有将其父非正常死亡事件告知买
受人穆女士是否构成欺诈。 依据
双方陈述及在案证据反映的事
实， 应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 刘先生抗辩非正常死
亡事件发生在案涉房屋负一楼，
非双方合同约定范围内。 虽然该
负一楼并未包含在案涉房屋产权
证登记的房屋面积内， 但根据刘
先生陈述 “开发商曾表示同意业
主使用地下室（负一楼），可以拆
除隔墙”，结合刘先生已将负一楼
原有的墙壁拆除， 表明其亦有对
负一楼改建使用的意图。同时，小
区相同户型的业主， 对负一楼也
进行了与案涉房屋负一楼现状相
同的改建， 这些事实可以证明该
负一楼空间客观上为案涉房屋的
使用提供了区别于小区其他公共
区域所能提供的方便， 且对负一
楼的改建切实可行和现实存在。
由此， 可以认定负一楼事实上已
经与案涉房屋形成了一体， 买受
人购买案涉房屋时将该负一楼空
间作为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符合
日常的交易习惯并无不当。

其次， 对日常生活居住的房
屋 ， 人们总是尽可能地择吉而
居 。 穆女士提出不愿接受 “凶
宅” 符合人之常情， 也属于正当
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 法律和社
会应当对这样的善良风俗给予尊
重和维护。 发生过非正常死亡的

房屋俗称凶宅， 这样的房屋虽不
构成人们对房屋本身进行物质性
使用的障碍， 但会影响使用人的
心理 ， 进而影响房屋的市场价
值， 因此， 该区域是否发生过非
正常死亡事件必然会影响案涉房
屋的交易。

最后， 《民法典》 第七条规
定：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
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
承诺。 ”本案中，刘先生在出售案
涉房屋时已明确知晓房屋曾发生
过非正常死亡事件， 且应当知道
该事件对买受人的购买意愿或房
屋价格产生重大影响， 但其未将
非正常死亡事件如实告知买受人
穆女士， 并因此取得以市场价格
出售该房屋的利益， 其行为已非
单纯沉默，应认定构成欺诈。从穆
女士提起本案诉讼的情况来分
析， 如果在全面知晓了房屋的相
关信息后， 其亦不会作出购买案
涉房屋的决定。 故刘先生的欺诈
行为使得穆女士作出了违背其真
实意思的表示， 其申请撤销双方
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符合法律规
定，刘先生的主张不能成立。

综合上述因素， 法院依法判
决撤销穆女士与刘先生签订的房
屋买卖合同， 双方在相应期间内
容完成退房退款事项。 刘先生不
服该判决提出上诉， 经审理， 二
审法院于近日判决驳回上诉， 维
持原判。

编辑同志：
2023年8月25日 ， 因

我自己创办的公司经营困
难， 资金无法周转， 便向
银行提出贷款申请。 在贷
款手续时， 银行要求我提
供抵押。 考虑到我本人已
经没有可供抵押财产， 我
就以代理人身份， 用登记
在我12岁儿子名下的一套
房屋办理了抵押登记， 并
签订抵押合同。 同时， 我
向银行出具了不损害我儿
子利益的声明。 随后， 我
获得了近百万元贷款。

请问： 我现在能否以
抵押未经我儿子同意、 损
害其利益为由， 主张抵押
合同无效？ 读者： 李菲菲

李菲菲读者：
你不能主张抵押合同

无效。
《民法典 》 第十九

条、 第二十七条、 第三十
四条分别规定： “八周岁
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 实施民事
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
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
同意、 追认； 但是， 可以
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
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 、
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
为 。” “父母是未成年子
女的监护人 。” “监护人
的职责是代理被监护人实
施民事法律行为， 保护被
监护人的人身权利、 财产
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
等。 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
职责产生的权利， 受法律
保护。 监护人不履行监护
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
法权益的， 应当承担法律
责任。”

以上规定表明， 我国
现行法律对抵押人的身份
并无限制。 也就是说， 即
便监护人的行为损害了未
成年子女的利益， 法律也
仅规定由监护人来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与之对应 ， 一方面 ，
虽然你儿子只有12岁属于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你
用登记在你儿子名下的房
屋抵押贷款， 对你儿子来
说不属于纯获利益的民事
法律行为， 也不属于与你
儿子年龄、 智力相适应的
民事法律行为， 但并不等
于你儿子不能作为抵押
人， 亦不等于你儿子名下
的房屋不能用于抵押。 另
一方面， 不管你当时的目
的、 动机如何， 即便你代
儿子签订抵押合同的行为
损害了儿子的利益， 也只
能由你对儿子承担相应责
任， 而不能就此否定抵押
合同的效力。

此外， 你当初为获取
贷款利用你儿子名下的房
屋进行抵押并出具不损害
其利益的声明， 在获得贷
款之后又以损害儿子利益
为由主张抵押合同无效 ，
该行为明显违背诚实信用
原则， 构成恶意抗辩， 是
不具法律效力的。

颜梅生 法官

用未成年子女房屋抵押
父母所签抵押合同有效

卖方故意隐瞒房屋真实情况， 买方可以撤销合同

因劳动合同文本产生争议如何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