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续工作13年后 ， 职
工因未接受劳务派遣被终止
劳动关系

2010年10月， 薛雷入职一家
水泥制品公司工作。此后，双方每
年签订一次一年期劳动合同 。
2023年1月1日， 双方再次签订即
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的劳动
合同。同年12月下旬，公司根据上
级单位人事改革文件要求薛雷与
一家劳务派遣公司签订 《派遣员
工劳务合同》。之后，由劳务派遣
公司自2024年1月1日起派遣他到
公司在原岗位从事原来的工作。

2024年1月2日， 薛雷委托律
师向公司出具 《律师函》， 要求
公司与他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 同年1月6日， 薛雷向劳务派
遣公司发送解除 《派遣员工劳务
合同》 通知书， 称公司要求他签
订 《派遣员工劳务合同》 不符合
法律规定， 应由公司依法与他签
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因该合
同尚未开始履行， 故通知劳务派
遣公司解除该合同。

2024年1月9日， 薛雷收到公
司出具的 《终止劳动关系证明》。
该证明主要内容是： “薛雷同志
与我单位签订有劳动合同， 合同
期限自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
月31日。 现因劳动合同期满， 双
方于2023年12月31日终止劳动关
系。 特此证明！” 当日， 公司禁
止薛雷进入厂区。

薛雷认为， 公司终止其劳动
关系的行为违法， 遂向劳动争议
仲裁机构提出申请， 请求裁决公
司向他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
偿金、 未休年休假工资等费用。

经审理， 劳动争议仲裁机构
裁决： 1.确认公司与薛雷在2010
年10月至2023年12月31日期间存
在劳动关系 ； 2.公司支付薛雷
2023年12月的工资4565元； 3.公
司支付薛雷经济补偿金63822.6
元； 4.公司支付薛雷2023年带薪
年休假工资4347.2元。

薛雷与公司均不服仲裁裁
决， 诉至一审法院。

薛雷提出的诉讼请求为： 1.
确认原被告自2010年10月至2024
年1月9日存在劳动关系； 2.判决
被 告 向 原 告 支 付 经 济 赔 偿 金
124362元； 三、 判决被告向原告
支付2023年12月工资4707元； 4.
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带薪年休假
工资31765.5元。

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为 ：1.
判决确认公司与薛雷在2010年12
月至2023年12月31日期间存在劳
动关系。2、 判决公司不应向被告
薛雷支付经济补偿金63822.6元。

应签未签无固定期限合
同， 公司终止劳动合同属于
违法

对于双方之间的争议焦点，
一审法院分别进行了审理评判。

关于双方之间劳动关系存续
期间，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 薛雷
自2010年10月入职， 公司与其多
次签订劳动合同。 其中， 2023年
12月31日， 双方签订的最后一份
劳动合同到期， 薛雷应公司要求
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 《派遣员工
劳务合同》， 此后薛雷要求与公
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双
方未达成一致。 在此情况下， 公
司向薛雷出具终止劳动关系证
明。 因此， 应当确认双方自2010
年10月至2023年12月期间存在劳
动关系。 对于薛雷主张双方之间
劳动关系持续至2024年1月9日 ，
不予支持。

关于公司应否向薛雷支付经
济赔偿金， 一审法院认为， 薛雷
在公司已连续工作十年以上， 双
方连续订立多次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 2023年12月31日， 双方签订
的最后劳动合同期满时， 公司应
当依法与其继续订立劳动合同，
但是， 公司要求薛雷与其指定的
劳务派遣公司订立劳动合同， 拒
绝与薛雷继续订立劳动合同。 薛
雷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要求后， 公司在薛雷有异议的情
况下终止双方劳动合同， 该行为
违背 《劳动合同法》 第14条规定
属于违法终止劳动合同， 应当向
薛雷支付经济赔偿。 经查， 薛雷
在公司工作年限为13年3个月 ，
劳动关系解除前12个月平均工资
为4727.58元 ， 故薛雷主张公司
支付经济赔偿金124362元符合法
律规定， 应当予以支持。

关于公司应否向薛雷支付工
资， 一审法院认为， 公司拖欠薛
雷2023年12月份工资未支付， 依
法应予补发。 关于工资数额， 依
据在案社会人员参保证明显示的
内容， 可以确认公司在扣除社会
保险费用后向薛雷补发工资4565
元。 2023年12月31日， 薛雷与公
司在劳动合同期满时被公司违法
终止劳动关系， 薛雷已经与劳务
派遣公司另行签订 《派遣员工劳
务合同》， 因此， 对于薛雷要求
公司支付2024年1月工资的主张，
不予支持。

关于公司应否向薛雷支付带
薪年休假工资， 一审法院认为，
根据带薪年休假可以跨1个年度
安排、 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
期间为一年之规定， 薛雷在公司
工作期间未休年休假， 公司应当
按照其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
年休假工资。 因公司已支付正常
工作期间的工资， 故应当再向薛
雷支付另外200%的工资 。 因年
休假可跨年度安排， 故每年年休
假工资主张权利的仲裁时效应自
第二年的12月31日起算， 薛雷主
张2021年之前的带薪年休假工
资 ， 已超出时效 ， 不应给予支
持。 薛雷2022年在公司工作已满
十年， 故2022年、 2023年应休年
休假天数均为10天， 薛雷2022年
月平均工资为3726.65元， 2023年
月平均工资为4727.58元 ， 经核
算， 公司应向薛雷支付未休年休
假工资合计7774元。

综上， 一审法院判决： 1.确
认公司与薛雷2010年10月至2023
年12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2.公

司应向薛雷支付2023年12月工资
4565元； 3.公司应向薛雷支付违
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124362
元； 4.公司应向薛雷支付未休年
休假工资7774元。

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
经审理， 二审法院于近日判决驳
回上诉， 维持原判。

【评析】
用人单位违法终止劳动

关系，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司法实务中， 因对法律不熟
悉或者理解不深， 总有一些劳动
者误以为劳动合同到期时用人单
位拥有是否续签的权利。 如果用
人单位在这种情况下不续签劳动
合同， 只要按照 《劳动合同法》
第46条规定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
偿金即可。 其实不然。

因为， 法律对用人单位应当
与劳动者在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
合同还有强制性规定 。 其中 ，
《劳动合同法》 第14条就明确规
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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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劳动者在
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
该规定表明， 法律赋予了劳动者
具有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强制缔
约权利。 亦即劳动者满足在用人
单位 “连续工作满十年” 时， 对
是否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具
有单方选择权。

本案中， 薛雷在公司已连续
工作13年， 符合法定签订无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的条件。 依据上述
规定， 即便其与公司签订的劳动
合同到期， 公司亦无权拒绝续签
合同。 而公司以合同到期为由单
方终止双方之间劳动关系显然构
成违法 ， 应当依据 《劳动合同
法》 第87条规定， 按照经济补偿
金标准的2倍向薛雷支付违法终
止劳动关系赔偿金。

杨学友 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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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去年， 我在某商业街

租赁一个商铺做生意。 当
时， 我与房主陶某签订了
租赁合同， 就租赁物的用
途、 租赁期限、 租金及其
支付期限和方式、 租赁物
维修等事项进行了明确 ，
其中约定租赁期限为1年。
在签合同时， 我还交给陶
某2万元押金。 租赁期满
后， 我没有退租而是继续
使用该商铺， 目前已经使
用4个月了。 现在 ， 我想
退租， 但房主陶某要求我
找好下一个承租人， 否则
按违约对待不退押金。

请问： 法律关于租赁
合同的期限是如何规定
的？ 房主陶某的要求合理
吗？

读者： 谭宜标 （化名）

谭宜标读者：
按照 《民法典》 第七

百零五条、 第七百零八条
规定， 租赁合同分为定期
租赁合同和不定期租赁合
同两种。 其中， 定期租赁
合同的租赁期限不得超过
20年， 超过20年的， 超过
部分无效； 租赁期间届满
时当事人续订租赁合同
的， 约定的租赁期限自续
订之日起也不得超过 20
年 。 租赁期限6个月以上
的， 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
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 ，
无法确定租赁期限的， 视
为不定期租赁。

对于租赁期满后继续
使用租赁物的， 如何确定
租赁期限， 法律也作出了
规定。《民法典》 第七百三
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租赁
期限届满， 承租人继续使
用租赁物， 出租人没有提
出异议的， 原租赁合同继
续有效， 但是租赁期限为
不定期。” 这就是说 ， 租
赁期限届满后， 在租客仍
继续使用出租屋并支付租
金、 房东未予反对并接收
租金的情况下， 双方的租
赁关系仍然存在， 但双方
之间的定期租赁更改为不
定期租赁。 既然是不定期
租赁， 那就意味着任何一
方当事人均可以随时要求
解除租赁合同， 而没有其
他附加条件， 更不存在违
约之说。 当然， 无论哪一
方要求解除合同， 都得在
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对方 ，
即如果承租人提出解除合
同， 应给出租人预留合理
期限寻找新承租人； 如果
出租人提出解除合同， 则
应给承租人预留必要的准
备时间。

本案中 ， 你在1年租
赁期满后继续使用商铺 ，
而陶某没有提出异议， 双
方之间的租赁合同自动转
为不定期合同， 你有权随
时终止该租赁合同。 至于
陶某要求你找到新承租人
才能解约， 否则按违约对
待不退押金， 这既缺乏合
同根据也无法律依据。 如
果陶某拒不退还押金， 你
可以通过诉讼要回押金。

潘家永 律师

租赁期满后继续用房
是否可以随时解约？

基本案情
陈 某 于 1971年 12月 出 生 ，

2022年2月进入一家公司从事驾
驶员工作， 但双方未签订劳动合
同。 2022年9月8日， 陈某突发脑
出血致瘫痪， 经医院诊断为脑膜
动静脉瘘， 非创伤性脑内血肿。
此后， 经当地市级劳动能力鉴定
委员会鉴定， 陈某属于完全丧失
劳动能力。 2023年6月1日， 陈某
办理了病退手续， 并开始领取相
关养老保险待遇。

因陈某未达到退休年龄， 其
亲属代他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请
求裁决要公司向陈某支付医疗补

助费、 经济补偿、 病假工资等费
用。

裁决结果
仲裁机构审理查明， 2022年

9月8日陈某突发脑出血致瘫痪，
该情况属于特殊疾病， 可享受24
个月医疗期。 此后， 陈某因病完
全丧失劳动能力， 遂办理病退手
续， 并于2023年6月开始领取养
老待遇。

仲裁机构认为， 2022年9月8
日至2023年5月31日期间 ， 陈某
尚在国家规定的医疗期内， 按照
法律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向其支
付该期间病假工资。 因此， 关于

病假工资的主张 ， 应当予以支
持。 此后， 陈某已经开始依法享
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不再属于
《劳动合同法》 规定的应当支付
离职经济补偿的情形。 同时， 因
陈某主张的医疗补助费没有法律
依据， 故不应支持。

综上， 仲裁机构裁决公司向
陈某支付相应期间的病假工资，
驳回其他仲裁请求。

法律评析
劳动者患病或非因工负伤，

在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
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
的适当工作， 且经劳动能力鉴定

委员会确认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
动能力的情况下， 用人单位可以
依法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 但
是 ， 劳动者存在治疗康复 、 生
活、 再就业等方面的困难时， 用
人单位应按相关规定对患病职工
支付医疗补助费， 并依法支付经
济补偿。 而劳动者因病退休， 已
经开始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
时， 用人单位则无需支付经济补
偿和医疗补助费。 本案中， 陈某
因病退出工作并领取养老保险待
遇， 所以， 仲裁机构的裁决未支
持其提出的给予经济补偿的请
求， 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刘涛 律师

劳动者在医疗期内病退，用人单位是否支付经济补偿？

连续工作13年被终止劳动合同
职工主张经济赔偿获法律支持

职工薛雷 （化名） 在公司连续工作13年， 双方每年签订一次一年期劳动合同。 当
双方签订的最后一份劳动合同到期时， 公司要求他与一家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而他要求与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最终， 公司以劳动合同期满终止为由解除
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 为此， 他向公司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对该要求法律
支持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