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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某钢铁企业任命韩某为总经理，公司的运营全权由韩某负责，并签订了岗位任务书
，任务书中明确写明岗位职责，岗位职责没有写明签订劳动合同是韩某的工作职责
之一，只写了公司人事管理事项由韩某负责，岗位职责的最后一条是其他与公司运
营有关的事项。因为韩某是钢铁企业的股东介绍进来的，因此入职后一直未签订书
面劳动合同。一年后，因为韩某工作能力不够，导致企业亏损严重，钢铁企业股东
大会决定辞退韩某，韩某要求解聘的经济补偿金及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
差额，钢铁企业认为韩某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是因为其工作失职所致，拒绝支付，
诉至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裁判结果

审理机关经审查认为，钢铁企业的岗位任务书中虽未明确规定签署劳动合同属于总
经理韩某的工作职责，但是签署劳动合同属于人事管理的范畴，因此认定韩某未签
订书面劳动合同是因为其工作失职所致，故不支持韩某的请求。

法条链接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
题研讨会会议纪要（二）》

31.用人单位法定代表人、高管人员、人事管理部门负责人或主管人员未与用人单位
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并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向用人单位主张二倍工资
的，应否支持？

用人单位法定代表人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向用人单位主张二倍工资
的，一般不予支持。

用人单位高管人员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向用人单位主张二倍工资的
，可予支持，但用人单位能够证明该高管人员职责范围包括管理订立劳动合同内容
的除外。对有证据证明高管人员向用人单位提出签订劳动合同而被拒绝的，仍可支
持高管人员的二倍工资请求。

用人单位的人事管理部门负责人或主管人员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向
用人单位主张二倍工资的，如用人单位能够证明订立劳动合同属于该人事管理部门
负责人的工作职责，可不予支持。有证据证明人事管理部门负责人或主管人员向用
人单位提出签订劳动合同，而用人单位予以拒绝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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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审理劳动人事争议案
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

14.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或者
虽通知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劳动者无正当理由拒不签订，用人单位未书面通
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的，应当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每
月支付二倍工资。二倍工资差额的计算基数为劳动者当月应得工资，但不包括以下
两项：

（1）支付周期超过一个月的劳动报酬，如季度奖、半年奖、年终奖、年底双薪以
及按照季度、半年、年结算的业务提成等；

（2）未确定支付周期的劳动报酬，如一次性的奖金，特殊情况下支付的津贴、补
贴等。

劳动合同期满后，劳动者仍在原用人单位工作，超过一个月双方仍未续订劳动合同
，劳动者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要求支付二倍工资的，应予支
持。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视为已订立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无需再支付用工之日起满一年后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
工资。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审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的指导意见（二）》的
通知

第六条 用人单位未与其高级管理人员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用人单位能够提供聘任
决定或聘任书，证明双方存在劳动权利义务且已实际履行的，高级管理人员以未签
订书面劳动合同为由请求用人单位每月支付二倍工资的，不予支持。

高级管理人员的范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一）项的
规定予以确定。

证据收集

针对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支付问题，用人单位需要提交已经签署的劳动
合同。案例中的用人单位需要提交聘书、offer、岗位职责说明书、有高管签字的其
他劳动者的劳动合同等可以证明劳动者的岗位职责中含有人事管理项目的书面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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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策略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人事行政管理人员未签署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问题，各
个地区没有统一的判案规则，比如北京市需要用人单位证明劳动者的岗位职责有人
事管理事项，江苏省只需证明该劳动者属于《公司法》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范畴内
，便都可以不必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但是广东省则试用无过
错原则，只要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就需要支付二倍工资差额，无论用
人单位是否存在过错，所以用工管理者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需要以当地的法律法规为
准则来应对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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