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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5 月，35 岁的张某在某
房地产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负责
销售某置业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楼
盘。

在找这份工作时，张某与公司
协商：她的劳动报酬按照“基本工
资+提成”的方式支付。公司每月支
付张某基本工资 2000元，然后按照
销售额千分之四的比例拿提成。

因为此前就有售楼经验，张某
很快进入状态，2015 年 5~10 月，张
某在该公司的销售额高达 1160 万
元。按照双方之前的约定，房地产
公司应当给张某提成款 4.64万元。
但是，公司只是每月给张华发放基
本工资，却以种种理由迟迟不给张
华支付提成。

公司老“耍赖”，张某觉得实在
干不下去了。她认为，根据双方的
约定，自己只要完成了销售任务，就
应获得当月的销售提成。此时，提
成应视为劳动报酬。少于合同约定
的数额或者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方
式计算而少发劳动报酬的，都属于
克扣工资行为。

2015年 12月 1日，张某愤然离
开了公司，但她并没有停止索要自
己劳动报酬的努力。她向劳动仲裁
委员会提出申诉，不久，劳动仲裁委
员会作出仲裁：房地产公司在裁决
生效后五日内向张某支付劳动报酬
4.64万元。

张某以为这次可以拿到自己应
得的提成了，但她没想到，房地产公
司不服劳动仲裁委员会的裁决，反
而将她诉至法院，认为公司不应该
支付这笔钱。

那么，这家房地产公司为什么
不愿意给张某提成呢？

在庭审时，该公司辩称，张某没
有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既然没有
签订劳动合同，张某就不算公司的
员工，当然也就不用支付提成了。

房地产公司的说法遭到了张某

的代理律师的反驳。他说，口头约
定也能形成劳动合同关系。张某在
公司工作，有固定的工装、工号牌、
售房记录，已经与公司形成了事实
劳动关系。

事实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没有订立书面合同，但双方
履行了劳动权利义务而形成的劳动
关系。事实劳动关系根据其形成原
因分为以下两种：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应当签订劳动合同而没有签订
的；劳动合同期满后，劳动者仍在原
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拒绝
的。口头协议只要有证据证明，同
样具有法律效力。

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
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

“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
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
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
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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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其中，
（一）、（三）、（四）项的有关凭证由用
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告房地
产公司虽未与被告张某签订劳动合
同，但被告提供的工装、工号牌、售
房记录等足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已
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合同关系。张
华向法庭提供的售房销售记录、销
售任务计划、个人销售工作日志、工
装及工号牌、电话清单等形成了完
整的证据链，房地产公司应当支付
张某的劳动报酬（即提成）。

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法》的规定，依法判决房地产公司
于 判 决 生 效 后 支 付 张 华 提 成 款
4.64万元。

没有签劳动合同
销售人员能不能提取销售提成

遗嘱是否有效与继承人是否接
受无关

不少老人有这样一种认识误
区，如果孩子不接受遗嘱方案，写了
遗嘱也没用。

律师说法：遗嘱是立遗嘱的人
处分其个人财产的行为，只要所立
遗嘱是自己真实意思的表示，且内
容合法有效，遗嘱就是有效的。立

遗嘱不需要征得继承人的同意。遗
嘱是否生效与继承人是否接受遗嘱
内容无关。

立遗嘱不需子女们一定到场
继承时所有继承人不可缺席

不少老人因为子女天南海北，
很难凑齐到场，就觉得遗嘱没法立。

律师说法：立遗嘱不需要孩子
们到场，事先也不必非通知他们不
可。但继承时，应当让所有继承人
到场。当然，此时若有些继承人因
各种因素所限制不能亲自到场，也
可委托他人。比如，出具委托书，委
托他人代自己办理继承事宜。当
然，这种委托书最好经过公证。

遗嘱也可对股票、股权、著作权
等进行约定

现在办理遗嘱公证的人除了老
人，还有三四十岁的中年人，更有一
些20多岁的年轻人也会去办理遗嘱
公证。

中年人一般是因家庭关系复杂
或自身健康问题等，选择办理遗嘱
公证；还有一些是看见身边亲友因
继承遗产打官司，未雨绸缪。年轻
人立遗嘱，大多是因为房产。现在
一套房产动辄上百万元，刚参加工
作的年轻人想买房，肯定要依靠父
母。买房子是父母出的钱，房产证
上是儿女的名字，而儿女在成长过
程中可能会面临很多变化，比如结
婚生子。为了不让父母的利益受
损，不少年轻人选择进行遗嘱公证。

此外，在立遗嘱人群中，还有很

多是家庭关系相对比较复杂的再婚
家庭。一些再婚家庭中，夫妻双方
都有各自的子女及财产，在遗嘱中
将属于各自财产部分由谁继承约定
好，能有效避免各种纷争。

除了对房产等不动产进行处
置，遗嘱还可以对股票、股权、著作
权等进行约定。年轻一辈在立遗嘱
时，因为财产还在不断变化，可以先
对不动产进行约定，对动产进行意
向性约定。遗嘱中列出明确的财产
数量，可以避免存款或股票等财产
因为继承人的不知情而流失。

遗嘱不一定要公证

一些人在办理遗嘱公证时，会
认为自己的遗嘱如果没有经过公
证，就没有法律效力、不受法律保护
的。其实，根据《继承法》的规定，遗
嘱有五种形式，分别是公证遗嘱、自
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口头
遗嘱。法律也对遗嘱的有效条件作
出了详细的规定，所以无论你选择
哪种形式，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有
效条件，都是受法律保护的遗嘱。

遗嘱只能对自己个人部分的财
产作安排

遗嘱书中涉及的财产，只能对
属于自己的部分作出安排，也就是
说遗嘱中针对安排他人财产的这部
分的内容是无效的。在办理遗嘱公
证时，特别是一些丧偶的夫妻，在处
理财产时，会将已去世配偶的财产
也一并作出安排，这部分约定是无
效的。

遗嘱受益人可以是任何人

很多人在立遗嘱时，以为遗嘱
书中的遗嘱受益人只能是父母、子
女、配偶。实际上，遗嘱人可以将遗
产留给任何人，也就是说遗嘱的受
益人可以是父母、子女、配偶之外的
人。

立遗嘱后遗嘱涉及的财产可以
进行再处置

一些人认为，他们在立遗嘱后，
就不能处分遗嘱中涉及的财产了。
按照法律的规定，遗嘱在立遗嘱人
死亡后才生效，立遗嘱人在世时，可
以处分其名下的财产，可以出售、赠
与、抵（质）押等。

公证过的遗嘱能再修改

不少办理遗嘱公证的人认为，
遗嘱办好后就不能再修改了。遗嘱
是可以根据立遗嘱人的意愿进行修
改的，而且不需要其他人的同意。
不过，如果你已经立了份公证遗嘱，
想要修改其中的内容，就必须重新
申请办理遗嘱公证的手续，其他形
式不能够更改公证遗嘱。自己修改
公证遗嘱，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你
使用了公证这种“最高端”的形式来
立遗嘱，修改也必须使用“高端”形
式。

当然，除公证遗嘱外的其他形
式遗嘱要修改，法律无明确规定。
但是如果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
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

周仁超

立遗嘱的那些事儿

半个月前，王某在上班期间忙
里偷闲，悄悄与一位闺蜜通过QQ聊
起了如何从网上购买服装及自己购
买一套衣服的经过。由于午餐期
间，王某一时疏忽，忘记关闭聊天记
录，且恰恰被隔壁办公室来拿材料
的李某发现，李某私自通过手机进
行拍照，留存了全部聊天内容后，直
接反映给了公司领导。公司领导以
王某上班时间上网闲聊，违反公司
的规章制度为由，让王某在全体员
工会议上作了口头检讨，并取消了
王某当月的奖金。王某认为，李某
未经自己许可，拍摄并向领导反映
聊天记录的行为，是侵犯自己的隐
私权？

律师指点：李某的行为并未侵

犯王某的隐私权。
一般来说，是否构成侵犯隐私

权，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隐私被损
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
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
为人主观上有过错四个要素来认
定，而且四个要素相辅相成、缺一不
可。

与上对应，判断李某是否侵犯
王某的隐私权，同样必须结合四个
要素来进行考量，而结果恰恰表明，
本案并不具备对应要素：一方面，王
某并不存在隐私被侵犯的事实。隐
私是指不愿意为人所知或不愿意公
开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私生活
秘密,包括私人信息、个人私事、私人
空间等，而王某与朋友所聊的如何

从网上购买服装以及自己所购买的
衣服，不管王某愿不愿意公开，只要
打开网站，便是众所周知的问题，根
本不存在私人秘密性质，即不属于
隐私范围。更何况公司对王某作出
的让王某在全体员工会议上作口头
检讨、取消王某当月奖金的处分，所
根据的是王某在工作时间的聊天行
为，并不在于聊天的具体内容，不管
王某的聊天内容如何，公司都可以
作出同样的处理。甚至李某就公司
是否对王某作出处理、如何处理，根
本就没有决定权。

另一方面，李某的行为并不违
法。李某在发现王某上班期间与人
网聊的行为及其内容后，尽管已经
通过手机拍照的形式固定了下来，

但却并没有私下向无关人员传播，
而是仅仅上交给公司领导，表明其
目的只是在于帮助执行公司纪律，
不在于对王某进行不当的攻击、毁
谤等，即具有正当性而且并不为法
律所禁止。

再一方面，李某并不具有主观
上的过错。虽然王某被责令检讨，
但导致这一后果的关键在于王某自
身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即属于

“自作自受”。而李某并不希望王某
网聊，也没有预见王某会网聊，其对
王某网聊的发现纯属意外，对王某
网聊所导致的后果亦无没有义务承
担任何责任。

颜梅生

私拍员工聊天记录作为违纪证据
是否侵犯劳动者隐私权

入职公司不用真名，明明已婚却填未婚，员工的这些
“小伎俩”被用人单位发现后容易引发矛盾。然而，用人单
位能否以此为由认定劳动关系无效，随时辞退员工呢？

隐瞒真名入职，不影响劳动关系成立

2015年2月，王某未用真实姓名入职某网络公司。公
司没和他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为其购买社会保险。2016
年 3月，王某和公司协商解除劳动合同，要求公司支付经
济补偿金，以及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两倍工资差额、未
休年假工资报酬、失业保险待遇损失。公司指出王某化名
入职工作，劳动关系无效，未签订劳动合同的责任也在王
某。王某隐瞒真名入职，劳动关系就无效吗？

律师指点：《劳动合同法》第八条规定，用人单位有权
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用人单位要
求劳动者陈述时，劳动者有如实说明的义务，但了解的情
况仅限于与劳动合同直接有关的基本情况，如知识技能、
学历、职业资格、工作经历及部分与工作有关的劳动者个
人情况。同时，《劳动法》第十八条规定下列劳动合同无
效：（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劳动合同；（二）采取欺诈、
威胁等手段订立的劳动合同。

对于王某的情况，用人单位疏于对劳动者真实姓名进
行审查，应当承担审查不严的后果。王某隐瞒真名入职，但
并没对公司造成事实或可能的损害，也难以认定双方建立
劳动关系违背公司的真实意思，并不导致劳动关系无效。

未如实填写婚姻状况，被辞退不需支付补偿金

去年12月，刘某到一家公司应聘业务员岗位，公司招
聘时说明必须未婚，当时刘某已经结婚，为了得到这份工
作而隐瞒了实情，在应聘表婚姻状况一栏填写了“未婚”。
后刘某通过了面试与公司签订了2年的劳动合同。今年3
月份，公司以刘某隐瞒婚姻状况构成欺诈、严重违反规章
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公司这样做合法吗？

律师指点：《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以欺诈的
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劳动合同的，
劳动合同无效。第三十九条规定，因劳动者有欺诈的情形
导致劳动合同无效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订立劳动合同时的欺诈无效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要
件：1.劳动者在签订劳动合同时实施了欺诈行为；2.劳动者
的欺诈使得用人单位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与之订立
了劳动合同；3.劳动者提供真实情况后用人单位不与劳动
者订立劳动合同。刘某隐瞒婚姻状况入职，具备前两个要
件：实施了欺诈行为，而且该欺诈行为还使得用人单位在
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与之订立了劳动合同。公司如单
就刘某隐瞒婚姻状况而进行解聘，显然违反了《就业促进
法》的相关规定，属于侵犯了已婚女性的就业权，构成就业
歧视，不合法。

但是，刘某提供的婚姻状况与其真实状况不相符，按
照公司规章制度的规定，属于欺骗公司、严重违反公司规
章制度的行为，公司可按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规
定予以辞退并不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

吕斌

春节期间，某制衣公司因生产需要，安排孙某等10名
员工春节3天加班。年初一那天，公司给孙某等人每人发
了500元的红包。春节假期结束后，公司通知孙某等人可
以自行选择时间补休，孙某等人不同意补休，要求支付加
班费。公司则称，安排补休是《劳动法》规定的方式之一，
而且已经发的红包就是加班费。孙某等员工问，公司给春
节加班员工所发的红包可以代替加班费吗？

律师分析：首先，春节加班必须发三倍工资，不能以补
休的方式来代替。春节放假既具有民俗性，也具有法定
性。我国实行8小时工作制，并规定在春节等法定节假日
期间，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安排劳动者休假。职工春节加
班，放弃了与家人欢聚同乐的机会，坚守在生产一线，用人
单位理应支付给不菲的加班费。对此，《劳动法》第四十四
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标准
支付高于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工资报酬：（一）安排
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 150%的工资
报酬；（二）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
付不低于工资的 200%的工资报酬；（三）法定休假日安排
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300%的工资报酬”。上
述各情形中，只有第二种情形，用人单位可以在安排补休
和支付加班费两者之间进行选择。在其他两种情形下，用
人单位必须按标准支付加班费，而不能以安排补休来规
避。因为补休等方式无法弥补劳动者应该享受的法定节
假日的相关权利。

其次，红包不属于加班费性质。有些企业习惯在春节
给加班的员工发红包，其实，红包是对员工工作表现的肯
定和褒奖，类似奖金；而加班费是用人单位对劳动者额外
提供劳动的补偿，两者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因此，红包无
法直接代替春节期间劳动者的加班工资。

综上所述，制衣公司必须为春节加班的孙某等员工支
付三倍工资报酬。劳动者在遇到拒付加班费情形时，可以
请社会保障监察部门责令支付或者申请劳动仲裁。

潘家永

相关链接：

劳动仲裁和法院判决有何区别？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明确规

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
议后，可在企业即用人单位的住所
地和劳动合同履行地申请劳动仲
裁。如果双方向不同地方的劳动争
议仲裁委申请仲裁，则以劳动合同
履行地的仲裁机构为主。

根据法律的规定，劳动争议案
件实行仲裁前置程序。劳动者在合
法权益受损时，可考虑向当地劳动
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劳动争
议仲裁受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
因认定无效劳动合同、特定条件下
订立劳动合同、职工流动、用人单位
裁减人员、经济补偿和赔偿、劳动报
酬等发生的争议。仲裁程序简单，

“一裁”生效。
双方或一方当事人如果对劳动

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不服，可在规定
时间内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或者申
请法院裁判撤销仲裁裁决。法院依
法对案件作出判决，当事人对一审判
决不服的，可以在规定期限内向原审
法院的上级法院提出上诉。

需注意的是，劳动争议仲裁委
员会作出仲裁裁决后，当事人对裁
决中的部分事项不服，依法向人民
法院起诉的，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不
发生法律效力。

也就是说，当事人只要在 15日
内起诉，该裁决书自动失去效力。
而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书不等同于司
法判决，不存在撤诉后自动生效的
问题。当事人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
会的裁决不服的，可以在裁决书送
达后 15日内向法院起诉，如果当事
人在 15日内不提起诉讼，该裁决书
即发生法律效力，可以依法申请法
院强制执行。

劳动争议案件一旦进入诉讼阶
段，在法院未作出判决前，劳动争议
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便恢复到
未进行仲裁裁决时的状况。双方争
议的事项只能等法院作出的裁决生
效后，才按照法院裁决的内容予以
确定，而劳动仲裁裁决不再发生任
何法律效力（除非是法院驳回原告
的起诉或准予原告撤诉，仲裁裁决
方才发生法律效力）。

陆家仕

新员工为入职玩“小伎俩”
产生纠纷法律上如何认定

加班后领了红包不能代替加班费

近年来，遗产继承纠纷呈
日趋增多趋势，这种现象一方
面折射出当今社会亲情、道
德、法律等诸多方面的碰撞，
同时也反映了公民在运用遗
嘱处理财产方面存在一些误
区。我们从法律的角度来看
看立遗嘱的那些事儿。

工业制造全球回暖
国际化或成拐点

作为世界的制造中心，中国工业制造企业拓展海外业
务、践行“走出去”战略或将成为工业制造发展的拐点。在
低压电器领域，德力西电气已将创新作为中国企业海外拓
展过程中的核心战略。

在合资之初，德力西电气就有着非常明确的愿景，就是
成为低压电气领导企业之一的同时，将中国低压电气产品
销往世界各地。如今，德力西电气拥有遍布全球50+国家的
销售网络体系，引领中国低压电器行业的全球出口。今后
德力西电气将继续通过坚守品质创新与深化国际化运营，
推动中国智造走向世界，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