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赵新政

老板藏匿，职工可由律师申请调查令查找其身份证号和住址

编辑同志：
我与前夫经过公证的

离婚协议中， 在对财产进
行分割的同时还明确写明
“双方再无其他夫妻共同
财产”。时隔一年后，我要
求再次分割彼此共同购买
的一套住房时， 前夫却以
彼此已经认可 “双方再无
其它夫妻共同财产” 为由
拒绝。

请问： 我究竟能否要
求再次分割？

读者：毛琳琳

毛琳琳读者：
你有权要求再次分

割。
一方面，离婚后，就原

夫妻共同财产的确认并不
能完全以离婚协议为依
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 〈民事诉讼法〉 的解
释》第九十二条第二款、第
四百七十八条规定：“自认
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
的， 人民法院不予确认。”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
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
二 百四十五条第二款规
定的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
误： ……(三)公证债权文
书的内容与事实不符或者
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
而第二百四十五条第二款
（现为第二百四十八条第
二款）规定：“……（五）对
方当事人向仲裁机构隐瞒
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
据的……”

这些规定表明， 即使
离婚时双方通过协议的方
式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过
自认，但只要与事实不符，
也应当根据事实确定是否
存在或者是否遗漏等，哪
怕离婚协议经过公证 ，如
果内容与事实不符， 同样
没有法律约束力。 结合本
案， 正因为你与前夫确有
夫妻共同共有的房屋，而
其与 “双方再无其它夫妻
共同财产”不符，所以，协
议中 “再无其它夫妻共同
财产” 的内容不能作为无
其他夫妻共同财产的依
据。

另一方面， 你有权请
求法院撤销或重新分割。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
的解释(一)》第七十条、第
八十三条分别规定：“夫妻
双方协议离婚后就财产分
割问题反悔， 请求撤销财
产分割协议的， 人民法院
应当受理。 人民法院审理
后， 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
协议时存在欺诈、 胁迫等
情形的， 应当依法驳回当
事人的诉讼请求。”“离婚
后， 一方以尚有夫妻共同
财产未处理为由向人民法
院起诉请求分割的， 经审
查该财产确属离婚时未涉
及的夫妻共同财产， 人民
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分割。”

上述规定表明， 基于
你没有言明案涉房屋没有
分割的原因是由于前夫欺
诈、胁迫，还是由于当时确
实因为其他原因没有涉
及， 故你可以根据不同情
形主张分割。

廖春梅 法官

协议载明没有共同财产
离婚后还能分割住房吗？

读者刘莉莉等11人近日向本
报反映说， 个体工商户肖某拖欠
他们工资后藏匿起来。 他们想提
起诉讼， 可又不知道其身份证号
码和住址。 他们想知道： 在只有
肖某微信号的情况下， 有什么方
法可以查找到肖某的身份证号码
和住址？

法律分析
刘莉莉等人可以通过律师向

法院申请律师调查令的方式， 向
微信经营公司查找。

律师调查令是指民事诉讼当
事人及其代理律师因客观原因不
能自行调查取证时， 经当事人和
代理律师书面申请并获受理案件
法院批准， 由法院签发供指定代

理律师向相关单位、 组织和个人
调查收集特定证据、 调取财产线
索的法律文件。其依据是《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
解释》 第九十四条规定：“民事诉
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当
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
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包括： (一)
证据由国家有关部门保存， 当事
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无权查阅调取
的； (二) 涉及国家秘密、 商业
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 (三) 当
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
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 当事
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
能自行收集的证据， 可以在举证
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
查收集。”

此外， 《律师法》 第三十五
条规定： “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
情的需要 ， 可以申请人民检察
院、 人民法院收集、 调取证据或
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
证。 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 凭律
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
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
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 其
中， 律师申请调查收集的方式之
一， 就是向法院申请调查令。

法院可以根据律师的申请，
决定发出律师调查令， 指定律师
前往收集、 调查证据。 被调查单
位应当向律师提供指定证据， 不
宜提供原件的， 可以提供复印件
并注明与原件核对无异； 当场提
供证据确有困难的， 应当在收到

律师调查令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
提供。 如被调查人无正当理由拖
延、 拒绝协助调查， 法院可以根
据情节轻重， 依照民事诉讼法第
一百一十七条规定， 对其主要负
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
款； 对仍不履行协助义务的， 可
以予以拘留； 并可以向监察机关
或者有关机关提出予以纪律处分
的司法建议。

与之对应， 鉴于刘莉莉等人
只有老板肖某的微信号， 却因客
观原因无法通过微信号查找其身
份证号码和住址， 可依据上述法
律规定通过律师向法院申请律师
调查令的方式， 向微信经营公司
查找个体工商户肖某的身份证号
和住址。 廖春梅 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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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单方辞退职工
但未出具离职证明

吴久远说， 经公司招聘， 他
于2021年2月3日入职并担任项目
经理职务。 2022年6月2日， 公司
作出 《关于吴久远的辞退通报》。
该通知的内容为： 吴久远存在严
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行为， 主
要表现是其在职期间经常性不到
岗， 又不能向公司提供未到岗期
间的外勤工作记录。 此外， 其未
经公司规定程序， 私自以公司名
义与某财务管理公司签订合同，
经公司问责后才上交合同原件。
即使如此， 其仍私自以公司名义
要求公司客户向该财务管理公司
支付30万元。 经研究决定， 对其
作辞退处理。

2022年7月7日， 吴久远就开
具离职证明等事项请求向劳动争
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经审理，
仲裁裁决公司在裁决书生效之日
起3日内向吴久远开具离职证明，
驳回其他请求。 因公司、 吴久远
均对该裁决不服， 分别向一审法
院提起诉讼。

公司诉称， 《劳动合同法》
只规定用人单位出具解除劳动关
系的证明。 根据2022年人社部官
网就解除通知进行的回复， 用人
单位在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出
具的文书内容符合法律法规的内
容， 可以认定为是解除劳动合同
的证明。 在公司已向吴久远出具
辞退通知， 该辞退通知包含离职
证明的要素， 与离职证明具有同
等功能的情况下， 新用人单位完
全可以根据辞退通知知晓吴久远
的相关信息， 且不阻碍吴久远的
就业。 因此， 无需再次出具类似
证明文件。

此外， 公司认为， 吴久远提

供的入职A公司的证明是虚假
的， 其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因无证明难以就业
职工要求公司赔偿

经审理，一审法院认为，公司
作出的《关于吴久远的辞退通报》
载明了吴久远的入职时间、 工作
岗位、部门、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
等要素， 具备解除或者终止劳动
合同的证明。再者，吴久远提交的
加盖有A公司印章的《证明》属于
证人证言的证据形式， 但证人并
未出庭作证，故该《证明》并不能
作为有效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吴久远亦无其他证据证明公司给
其造成的经济损失。因此，吴久远
要求公司赔偿因未出具离职证明
导致其未就业的经济损失的诉讼
请求，缺乏依据。

据此， 一审法院依照 《劳动
合同法 》 第50条及 《民事诉讼
法》 第67条规定， 判决驳回吴久
远的全部诉讼请求。 吴久远不服
该判决， 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

吴久远上诉称， 原审认定公
司作出的 《关于吴久远的辞退通
报》 具备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
证明是错误的。 其理由是解除或
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系用人单
位提供给劳动者， 劳动者用于提
供给下一个用人单位的证明文
件。 而公司作出的 《关于吴久远
的辞退通报 》 属于内部管理文
件， 不属于吴久远用于提供给下
一个用人单位的文件。 因此， 公
司作出的这份辞退通报的性质不
符合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
特性和用途。 况且， 仲裁机构已
经裁决公司需向其出具解除或者
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 并确认这
份辞退通报不属于解除或者终止
劳动合同的证明。

吴久远认为， 他提交的证据
足以证明公司逾期出具 《离职证
明 》 给他造成了经济损失 。 首
先， A公司在2022年9月28日发给
他的关于 《入职问题的说明》 的
邮件， 与A公司在2023年4月28日
出具的 《证明》 的内容可以相互
印证， 这两份证据的内容足以证
明他因未能提供公司出具离职证
明而无法入职A公司， 进而给他
造成经济损失。 其次， 他于2023
年3月份申请了失业保险待遇 ，
并于同年3月28日通过失业保险
待遇的审核， 最终获得失业保险
2328.69元的事实 ， 这进一步印
证了他因未收到公司出具的离职
证明不能就业的事实。 因此， 公
司应当向他承担赔偿责任。

离职证明无可替代
公司应当依法出具

二审中， 吴久远与公司均没
有提交新证据。

庭审中， 吴久远称其于2022
年9月28日至A公司应聘市场部总
监一职， 并通过该公司的面试，
但由于他一直未能提供公司出具
的离职证明， 导致没有被A公司
录用。 他提交的加盖有A公司印
章的 《证明》 显示， 其担任A公
司市场部总监一职， 岗位工资为
每月18000元 。 然而 ， 他因不能
提供公司出具的离职证明最终未
被录用。 为此， 公司应当赔偿其
未就业期间的经济损失。

公司辩称， 吴久远的入职流
程与正常的公司招聘流程不符。
首先， 吴久远在庭审中自认A公
司无实际经营， 可以说明A公司
没有招收吴久远的需求。 而且，
公司此前曾到A公司的注册地址
现场调查 ， 发现该址是民用住
房， 说明该公司没有实际经营地

址。 公司与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联系， 对方否认曾对外招聘过市
场总监 ， 也不认识吴久远 。 另
外， A公司出具的 《证明》 没有
负责人或制作人员的签名或盖
章， 不符合 《民事诉讼法》 关于
证据的相关要件 ， 属于重大瑕
疵， 不符合法律要求。 因吴久远
也没有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损失
如何计算， 所以， 应当承担举证
不能的不利后果。

二审法院认为，《劳动合同法
实施条例》第24条规定，用人单位
出具的解除、 终止劳动合同的证
明，应当写明劳动合同期限、解除
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日期、 工作
岗位、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本案
中， 公司以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
度为由对吴久远作开除处理。公
司作出的 《关于吴久远的辞退通
报》 没有上述规定的劳动合同期
限、工作岗位、工作年限等内容，
因此， 公司辩称该辞退通报具备
离职证明的性质，理由不成立。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 〈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 第90
条的规定，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
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
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 应
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吴久远主
张因公司逾期出具离职证明， 导
致其无法就业造成损失。 吴久远
提交A公司出具的 《证明》 及电
子邮件等证明其损失情况。 经核
实， 吴久远提交的电子邮件有据
可查， A公司虽未在注册地经营
但在其他地址正常运营， 且其确
因吴久远不能提供离职证明而未
予录用。 因此， 公司应当赔偿其
未能就业期间的实际经济损失。

综上， 二审法院经核算后，
判决公司为吴久远出具离职证明
并向吴久远给付未就业期间经济
赔偿14万余元。

为劳动者出具离职证明，不是权利是义务

对于公司以严重违纪为由辞退自己，吴久远（化名）虽有异议但不予计较。他所期盼的是公司尽快出具
离职证明，以便他进入另外一家企业工作。然而，公司并未按照他的愿望去做。

无奈，吴久远申请劳动争议仲裁。仲裁裁决后，公司提起诉讼，称其作出的《关于吴久远的辞退通报》已
经注明其入职时间、岗位、部门、解除时间等内容，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离职证明所有要素，既不会阻
碍吴久远的再就业也不会影响新单位对他的录用。因此，可以视同为离职证明，无需再次出具。

二审法院认为，公司决定辞退吴久远，但在辞退通报中没有载明《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24条规定的
劳动合同期限、工作岗位、工作年限等内容，该通报不具备离职证明的性质。鉴于公司的诉讼理由不能成
立，故于1月19日终审判决驳回其主张，并判令其为吴久远出具离职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