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同志：
虽然我已经入职公司7个月， 但公司一

直没有与我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如今， 我想
向公司索要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
资。 可是， 由于双方之间没有任何文字约
定， 进而导致工资标准无法确定。

请问， 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确定工资计
算基数？

读者： 刘琳琳

刘琳琳读者：
就你所提问题 ， 应当区别不同情形处

理。
虽然《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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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向劳动
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
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的， 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
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即用人单
位应当承担惩罚性赔偿金， 但因其没有就工
资的计算基数加以明确， 使得有些劳动者不
明所以。

实际上， 这种情形并非无章可循， 劳动
者可以用以下几种方式确定工资计算基数：

一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对月工资有口头
约定， 双倍工资的计算基数应按照双方约定
的正常工作时间月工资来确定。

二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对月工资没有口
头约定或约定不明的， 应当按照 《劳动合同
法》 第十八条规定执行， 即： “劳动合同对
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等标准约定不明确， 引
发争议的，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重新协
商； 协商不成的， 适用集体合同规定； 没有
集体合同或者集体合同未规定劳动报酬的，
实行同工同酬； 没有集体合同或者集体合同
未规定劳动条件等标准的， 适用国家有关规
定。”

三是依据 《劳动合同法》 第十八条之规
定仍无法确定， 可以按劳动者实际获得的月
收入扣除加班工资、 非常规性奖金 、 福利
性、 风险性等项目后的正常工作时间月工资
来确定； 如果月工资未明确各构成项目的，
由用人单位对工资构成项目进行举证， 用人
单位不能举证或证据不足的， 二倍工资的
计算基数按照劳动者实际获得的月收入
确定 。

值得注意的是， 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
单位所在直辖市、 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
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 按
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 劳动者月
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按照最低工
资标准支付。

与之对应， 你可以结合前述情形， 确定
二倍工资的计算基数。

廖春梅 法官

基本案情
赖秀秀 （化名） 是一家公司

的冲压车床操作工。 2020年以来，
她由于操作不慎接连发生3次工
伤， 先后被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鉴定为10级、9级、5级伤残。

“在伤情一次比一次重的情
况下 ， 考虑到公司对我比较照
顾， 我一直没有计较工伤待遇的
高低。” 赖秀秀说， 最近这次工
伤可能导致她无法继续从事原来
的工作， 甚至可能因此离开工作
岗位。 此时， 她在思考这样一个
问题， 即能否将其应当享受的工
伤待遇提高一下。 具体来讲， 就
是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和一次
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等工伤待遇能

否累加计算？

法律分析
首先要肯定的是， 赖秀秀的

工伤待遇不能累加计算。
就职工再次工伤的待遇问

题， 《工伤保险条例》 第四十五
条已作出原则性规定： “职工再
次发生工伤， 根据规定应当享受
伤残津贴的， 按照新认定的伤残
等级享受伤残津贴待遇。” 此外，
《人力资源 社 会 保 障 部 关 于 执
行 〈工伤保险条例〉 若干问题
的意见》 第十条则规定得更为具
体： “职工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
工作期间多次发生工伤的， 符合
《条例》 第三十六、 第三十七条
规定领取相关待遇时， 按照其在

同一用人单位发生工伤的最高伤
残级别， 计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
助金和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而 《工伤保险条例》 第三十
六条规定： “职工因工致残被鉴
定为五级、 六级伤残的， 享受以
下待遇： （一） 从工伤保险基金
按伤残等级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
金，标准为：五级伤残为18个月的
本人工资， 六级伤残为16个月的
本人工资；（二）保留与用人单位
的劳动关系 ， 由用人单位安排
适当工作。难以安排工作的，由用
人单位按月发给伤残津贴， 标准
为：五级伤残为本人工资的70%，
六级伤残为本人工资的60%，并
由用人单位按照规定为其缴纳应
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 伤残津

贴实际金额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
准的，由用人单位补足差额。经工
伤职工本人提出， 该职工可以与
用人单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
系， 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
工伤医疗补助金， 由用人单位支
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一次
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
就业补助金的具体标准由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工伤保险条例》 第三十七
条规定： “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
为七级至十级伤残的， 享受以下
待遇： （一） 从工伤保险基金按
伤残等级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
金， 标准为： 七级伤残为13个月
的本人工资， 八级伤残为11个月
的本人工资， 九级伤残为9个月

的本人工资， 十级伤残为7个月
的本人工资； （二） 劳动、 聘用
合同期满终止， 或者职工本人提
出解除劳动、 聘用合同的， 由工
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
补助金， 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
伤残就业补助金。 一次性工伤医
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
金的具体标准由省、 自治区、 直
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依据上述法律规定， 在赖秀
秀第三次工伤被鉴定为五级伤残
后， 其可以获取按照五级伤残标
准计发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和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 但
是， 这些补助的金额应当扣除此
前已按其他伤残等级计付的部
分。 颜东岳 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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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公共空间是居民共同的资
源，而现实中占用绿地建车棚 、在楼
道内堆放杂物等侵占公共空间的行
为在很多社区司空见惯，相关邻里纠
纷亦呈现多发趋势。近日 ，房山区法
院对此作出了深入的法律解读。

情形1
入户门私自外开， 越界行

为须纠正

原房主在征得尹某同意后 ， 将
入户房门由内开改为外开 。 由此 ，
两 户 门 紧 密 相 邻 ， 呈 90度 夹 角 。
2022年 ， 王某购买了该房屋 。 在原
房主装修基础上， 王某更换了房门，
仍为外开式 。 在装修期间 ， 王某家
的门经常开着， 挡住了尹某家的门，
使尹某无法正常进出。

尹某要求王某将入户门调整为
内开式， 王某不同意 。 尹某向法院
起诉， 王某辩称 ， 其买房时入户门
就是外开的， 他从未更改门的朝向。
其已装修完毕 ， 不常开门 ， 不会影
响尹某出入。

法院认为 ， 王某更改入户门朝
向会妨碍邻居安全出行 ， 并对消防
安全造成隐患 。 尹某同意此前邻居
更改入户门朝向 ， 并不代表房门外
开合理合法 ， 其要求王某更改朝向
符合法律规定 ， 故判决支持尹某的
诉讼请求。

评析
入户门外的通道一般由业主共

同共有， 任何人不得私自将共有部
分占为己有 。 实践中 ， 有的业主为
了自我的方便和安全 ， 将入户门由
“向内开” 改为 “向外开 ”， 在开门
时实际占用了公共通道 ， 对邻居的
出行和安全造成不利影响 。 因此 ，
为维护和谐有序的邻里关系 ， 在未
经得邻居同意且未消除安全隐患的
前提下， 业主应维持开发商交付房
屋时入户门的原始状态 ， 不得擅自
更改房门朝向。

情形2
占道 “垃圾” 被清理， 索

要赔偿无依据

业主袁某将其房屋装修后剩余
的建筑材料堆放在楼道内 。 物业公
司多次通知清理 ， 但其均以不在小
区居住、 周末回来就运走等理由搪
塞。 一年过后 ， 物业公司再次通知
其限期清理堆放的建筑材料 ， 其仍

未清理， 物业公司将部分过期的建
筑材料倾倒在垃圾场 ， 部分放置于
保安亭。

袁某认为物业公司擅自移走建
筑材料， 对他造成了财产损失 ， 向
法院起诉索赔5000元。

法院认为 ， 袁某将大量建筑材
料堆放在楼道内 ， 对共同居住的其
他业主造成妨害 。 在多次告知的情
况下， 物业公司对废旧物品予以清
理， 且对尚有使用价值的建筑材料
予以保管， 依约履行物业管理的行
为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 。 物业公司
的行为并没有造成实际损失 ， 故驳
回袁某的诉讼请求。

评析
《民法典》 第286条规定， 业主

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 ， 对任意弃置
垃圾、 排放污染物或噪音 、 违反规
定饲养动物、 违章搭建、 侵占通道、
拒付物业费等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行为， 有权依照法律 、 法规以及管
理规约， 请求行为人停止侵害 、 排
除妨害、 消除危险 、 恢复原状 、 赔
偿损失。

楼梯通道所有权属于全体业主
共有， 不仅是业主的出行通道 ， 也
是消防安全通道 。 业主在门口 、 楼
道、 楼梯口堆放垃圾 、 鞋柜等 ， 不
仅影响公共卫生 、 妨害住户出行 ，
还存在安全隐患 。 因此 ， 法院的判
决是正确的。

情形3
私挪围墙建小院， 侵占绿

地应整改

业主华某对房屋东墙外的小院
进行改造扩建时占用了公共绿地 ，
物业公司要求其限期整改 ， 但其不
予理睬。 为此 ， 物业公司将其诉至
法院。

庭审中 ， 华某辩称 ， 为了防盗
才将院落外墙加高并加装防护玻璃。
私家小院的围墙属于业主个人所有，
物业公司不是权利人无权要求恢复
原状。 因案涉小院的原始图纸已经
丢失， 即使其移动了围墙 ， 物业公
司也无法证实外移围墙具体长度和
宽度。

法院查明华某拆除小院围墙向
东扩建侵占公共绿地的事实后 ， 认
为其改建院落时不得侵占公共区域，
也不能影响其他业主利益 ， 故判决
其拆除现有围墙 ， 恢复小院原有院
墙。

评析
公共空间是每个业主的共同利

益， 但华某的行为并不罕见。 对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
所有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 》 第14条规定 ， 建设单位 、
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等擅
自占用 、 处分业主共有部分 、 改变
其使用功能或者进行经营性活动 ，
权利人请求排除妨害 、 恢复原状 、
确认处分行为无效或者赔偿损失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 因此 ， 法院的
判决是正确的。

情形4
绿地横空建花棚， 侵犯私

密要拆除

经物业允许， 家住1楼的黄先生
在其客厅和卧室南侧的绿地建起一
座高3米、 占地面积8平方米的花架
棚。 楼上邻居沈女士认为 ， 该花架
棚高度距离自己的房间卧室和阳台
下沿不足1米， 不仅占据了卧室和阳
台的全部视野而且存在安全隐患 ，
遂诉至法院要求拆除该花架棚。

黄先生认为 ， 其建花架棚主要
是为了防止高空坠物砸伤家人 ， 且
已经过物业允许 。 况且 ， 其已在安
装区域架设护栏 、 上锁 ， 不会有人
擅自进入 ， 不存在沈女士所说的侵
权情形。 法院认为 ， 黄先生在房屋
外搭建木架占用了公共空间 ， 未取
得相应建设规划许可， 且经现场勘
验该木架会对沈女士的正常居住、
生活造成安全隐患。 尽管黄先生搭
建木架的主要目的系为了防止高
空坠物影响其安全 ， 但其可以采取
合法措施维护自身权益 ， 不能损害
其他人的合法利益 ， 故判令拆除木
架。

评析
《民法典》 第288条规定， 不动

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
方便生活 、 团结互助 、 公平合理的
原则， 正确处理相邻关系 。 相邻关
系的核心是容忍义务 ， 目的是有效
协调邻里之间的利害冲突 ， 维持权
利人之间的和睦关系 ， 使邻里之间
的权利义务获得有效平衡。

本案中 ， 黄先生搭建花棚架侵
害了邻居的居住利益 。 其行为不具
合法性， 法院判令其拆除花棚是正
确的。

瞿叶娟 房山区法院

在同一单位遭遇数次工伤，工伤待遇能否累加计付？

社区公共空间谁做主？
这些侵占行为需警惕

职工没有劳动合同
如何确定工资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