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份劳动合同期满后职工被继续留用

问题1
该归谁？

2024年春节期间， 磊磊的父
母发出8000多元的红包， 10岁的
磊磊也收到近9000元压岁钱。 妈
妈认为磊磊年幼自制力不强， 便
动员他将钱款交给父母保管， 但
磊磊只同意交出一半， 同时很不
服气地表示 ： “压岁钱是给我
的， 父母没权利收走！”

点评
给孩子压岁钱是来自长辈的

一种赠与， 毋庸置疑是孩子们的
个人财产。

《民法典》第657条规定：“赠
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
偿给予受赠人， 受赠人表示接受
赠与的合同。” 从法律角度来看，
孩子的压岁钱是亲戚朋友对孩子
的一种赠与， 在钱款交给孩子或
者其监护人后， 孩子或者其监护
人表示接受之时所有权就发生了
转移， 获赠的财产应该属于孩子
所有， 不能视为家长的财产。 家
长互相给对方孩子压岁钱的过程
是两个并行的赠与行为， 不能直
接忽视孩子这个受赠人的主体地
位， 而将两笔钱的一来一往合并
成一个行为。 换言之， 即使有一
方家长没有实施赠与， 也不会影
响另一方家长赠与行为的成立。
所以 ， 压岁钱应该属于孩子所
有。

问题2
由谁管？

小楠结婚后生下一子一女

“龙凤胎”。 2023年春节， 爷爷、
奶奶给孙子孙女各派发了10万元
的压岁钱， 并用定期存款的形式
存于两个孩子名下， 存单由小楠
保管。 前些日子， 因家庭产生纠
纷， 小楠私自取走上述全部压岁
钱。 小楠的丈夫和子女诉至法院
要求返还后， 法院经审理于近日
判决小楠把全部款项返还给孩
子， 并赔偿利息损失。

点评
众所周知， 随着压岁钱数额

不断增大， 孩子很难安全合理地
存放这样一笔钱款， 所以应由家
长代替孩子保管， 这不仅是现实
中的通行做法， 更是法律所规定
的一种方式。

《民法典》第19条规定：“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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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条规定： “不
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
为能力人， 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
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此外， 《民法典》 第27条规
定： “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
人。 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
者没有监护能力的， 由下列有监
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
（一） 祖父母、 外祖父母； （二）
兄、 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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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
管理和保护被监护人的财产是监
护人的职责之一， 家长作为法定

监护人， 于情于法都可以替孩子
保管压岁钱。 但是需要明确， 其
享有的权利仅仅是代为管理， 并
不能擅自使用、 随意处置孩子的
压岁钱。

问题3
如何花？

今年春节前， 13岁的鑫鑫就
打算用今年获得的压岁钱， 购买
一 台 他 心 仪 已 久 的 笔 记 本 电
脑 。 得知其这一想法后 ， 鑫鑫
的妈妈并不同意， 并要求压岁钱
必须如数上缴。 “钱明明是给我
的， 又不是给我妈的， 为什么要
全部上缴 ？” 由 于 至 今 未 能 如
愿 ， 鑫鑫便带着疑问专门上网
查阅了法律规定， 同时， 他发现
跟自己有同样困惑的小伙伴还真
不少 。 那么 ， 法律是如何规定
的？

点评
虽然压岁钱是属于孩子的财

产， 但其处置权并不能等同于成
年人， 而应受到一定的限制。

《民法典》 第145条第1款规
定：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
的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
与其年龄、 智力、 精神健康状况
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 实
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
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有效。” 第
35条规定： “监护人应当按照最
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
职责。 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
利益外， 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
产。 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履行监护
职责， 在作出与被监护人利益有
关的决定时， 应当根据被监护人

的年龄和智力状况， 尊重被监护
人的真实意愿……”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 鑫鑫
虽然未满18岁， 还不具备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 但是其已经可以在
自己的智力范围内进行消费或其
他处分其财产的活动， 家长不能
完全剥夺孩子的权利。 对于可以
自主表达合理想法的孩子， 家长
在代为保管、 协助处分其压岁钱
的时候， 应当从维护孩子利益的
角度出发 ， 充分考虑孩子的意
见 ， 如为其购置生活 、 学习用
品， 支付课外辅导班、 参加夏令
营， 鼓励向鳏寡孤独群体奉献爱
心等费用。 如果家长将孩子的压
岁钱用于满足个人购物、 旅游等
开支甚至随意挥霍， 实际上就是
侵害了孩子的合法财产权， 这样
做既违反法律规定， 也背离立法
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宗旨。 对于
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
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人民
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个人或组织，
如居委会、 村委会或民政部门的
申请， 撤销其监护人资格， 安排
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 并按照最
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法指定
监护人。

此外， 《民法典》 第1188条
第2款规定： “有财产的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造成他人损害的， 从本人财产
中支付赔偿费用； 不足部分， 由
监护人赔偿。” 也就是说， 如果
未成年人对他人构成侵权， 比如
将别人打伤、 误伤， 毁坏了小伙
伴的玩具等， 则应当从未成年人
本人的压岁钱中优先支付， 不足
部分再由父母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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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2022年 12月 23日 ， 吕欢欢

（化名） 与公司第二次签订的3年
期劳动合同到期。 按照 《劳动合
同法》 第十四条规定， 劳动者提
出或者同意续订、 订立劳动合同
的， 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外， 应当订立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 在这种情况下， 她
虽然知道自己有权要求公司与其
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但她
更愿意让公司主动提出来 ， 可
是， 公司一直默不作声。

“考虑到签不签劳动合同是
件大事， 公司会在总体上有所把
握， 我也不方便询问， 这件事就
慢慢拖了下来。” 吕欢欢说， 即
使如此， 她仍然在原部门、 原岗
位继续上班， 公司也按照原来的
工资待遇按月进行发放。 如今，
一年多时间过去了， 公司仍未就
双方是否签订劳动合同、 签订什
么样的劳动合同等事宜作出反
应。

吕欢欢想知道： 在这种情况
下， 她该怎么办？ 如果她在此时
要求公司向其支付未签订无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 是否
符合法律规定？

法律分析
依据吕欢欢讲述的情形，可

以确认其有权要求公司支付未签
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二倍工
资。

对于这种情况， 《劳动合同
法 》 第八十二条第二款明确规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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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合同法实施条
例》 第七条也规定：“用人单位自
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
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自用工之日
起满一个月的次日至满一年的前
一日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
二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
倍的工资， 并视为自用工之日起
满一年的当日已经与劳动者订立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应当立即
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这
些规定表明， 因未与劳动者订立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
应当向其支付二倍工资的起始期

限为“用工之日（即应当订立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 起满一个
月的次日至满一年的前一日。”

在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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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四条
规定：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十四
条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与劳动者
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未签
订的， 人民法院可以视为双方之
间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
系， 并以原劳动合同确定双方的
权利义务关系。” 该规定虽然明
确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
在此时 “可以视为双方之间存在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 但
未否定用人单位在 “用工之日起
满一个月的次日至满一年的前一
日 ” 需要向劳动者支付二倍工
资， 因此， 劳动者在这种情况下
有权要求用人单位向其支付二倍
工资。

此外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与诉讼衔接有关问题的
意见（一）》第二十条规定：“用人
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与劳
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视为自

用工之日起满一年的当日已经与
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 存在前款情形， 劳动者以用
人单位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为由
要求用人单位支付自用工之日起
满一年之后的第二倍工资的， 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人民法
院不予支持。” 该规定亦表明用
人单位无需支付 “满一年之后”
的二倍工资， 并没有否定用人单
位应当在 “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
的次日至满一年的前一日” 之间
支付二倍工资。 这就意味着劳动
者仍然享有要求用人单位支付二
倍工资索赔权。

结合本案， 吕欢欢与公司签
订的第二份书面劳动合同期满终
止， 即表明双方此前约定的用工
关系终止， 她此后继续留在公司
工作属于第二份劳动合同期满终
止后双方形成了新的用工关系。
基于公司应当与其另行签订无固
定期限书面劳动合同而没有签订
这一事实， 公司应当依据 《劳动
合同法 》 第八十二条第二款规
定， 向其支付新的用工之日起满
一个月的次日至满一年的前一日
期间的二倍工资。 廖春梅 法官

编辑同志：
我被劳务派遣公司派

遣到用工单位工作后， 在
工作时间、 工作场所、 履
行工作职责时被年久失修
的铁塔倒塌砸伤， 而用工
单位知道该铁塔存在安全
隐患， 却长时间没有从根
本上消除。

请问： 在没有为我办
理工伤保险的派遣公司无
力赔偿工伤损失的情况
下， 我能否要求用工单位
赔偿？

读者： 江秀秀

江秀秀读者：
你有权要求用工单位

赔偿。
《劳动合同法》 第九

十二条第二款规定： “劳
务派遣单位、 用工单位违
反本法有关劳务派遣规定
的， 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 ； 逾期不改正
的， 以每人五千元以上一
万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
款， 对劳务派遣单位， 吊
销其劳务派遣业务经营许
可证。 用工单位给被派遣
劳动者造成损害的， 劳务
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

《劳务派遣暂行规
定》 第十条规定： “被派
遣劳动者在用工单位因工
作遭受事故伤害的， 劳务
派遣单位应当依法申请工
伤认定， 用工单位应当协
助工伤认定的调查核实工
作。 劳务派遣单位承担工
伤保险责任， 但可以与用
工单位约定补偿办法。”

上述规定表明， 被派
遣劳动者在工作中遭受事
故伤害， 系因用工单位原
因造成或用工单位存在过
错的， 由劳务派遣单位与
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 用工单位不存在任何
过错的， 应由劳动派遣单
位承担工伤赔偿； 劳务派
遣单位是否可以向用工单
位追偿， 依据双方签订的
协议处理。 而过错包括故
意和过失两种。 故意是指
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损
害后果， 仍希望或放任损
害后果的发生。 过失是指
对损害后果的发生， 应当
预见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
预见， 或者是已经预见但
却轻信可以避免的心理状
态。

本案中， 用工单位虽
然不希望你损害的发生，
但其知道铁塔存在安全隐
患， 容易造成职工伤害，
却长时间没有从根本上消
除， 无论是对损害的发生
应当预见却疏忽大意， 或
者是已经预见而轻信可以
避免， 都意味着其存在过
失过错。 也就是说， 该用
工单位必须承担连带责
任。 在这种情况下， 你有
权选择由派遣公司赔偿，
也有权选择由用工单位赔
偿， 还可以选择由派遣公
司和用工单位共同赔偿。

颜梅生 法官

压岁钱该归谁？ 怎么管？ 如何花？

公司因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需付二倍工资
因用工单位过错受伤

劳动派遣职工如何维权？

每遇春节， 父母、 亲朋都会给孩子们派发压岁钱等红包， 以表达浓浓的关爱和祝
福。 那么， 这笔钱能不能由孩子自己收着？ 平时如何保管与支出？ 近期， 磊磊、 鑫鑫
等小朋友及其父母就因此产生争议， 本文针对这些问题作出了法律评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