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没签合同自己离职不给工资办 没签
劳动合同(优质5篇)

现今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越来越多事情需要用到
合同，合同协调着人与人，人与事之间的关系。合同的格式
和要求是什么样的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合同该
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没签合同自己离职不给工资办篇一

2007年8月21日，安徽人夏先生应聘到广州天河区一家职业技
术学院任保安班长，工作了个把月后，单位仍未与他签订劳
动合同。夏先生虽然心里有意见，但初来乍到刚找到工作，
他不想因此丢了饭碗，所以也就没有强求。

结果这一拖就是大半年。2008年4月，《劳动合同法》、《劳
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已经相继颁布实施，相关的宣传也铺天
盖地，夏先生从报纸上大致了解了有关信息，便再次向单位
提出签合同。单位开始说可以考虑，但到了5月中旬，夏先生
没有等来合同书，反而接到单位要求其离职的通知。

一告

索赔万元工资 结果缩水大半

夏先生一气之下，便于5月30日将单位告上劳动仲裁部门，索
赔近4万元的损失。其中包括：依据今年1月1日实施的《劳动
合同法》第82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
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支付双
倍的工资”，向单位索取今年2月到4月的双倍工资13548元；
同时还要求单位支付加班工资12000元、以及经济赔偿金1万
多元。对于经济赔偿金的索赔，夏先生同样是依据新出的



《劳动合同法》85条“用人单位安排加班不支付加班费的，
用人单位要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

但仲裁的结果下来后，夏先生傻了眼，第一项的双倍工资的
索赔所得只有4200元，因为仲裁委认为双倍工资的计算标准
应为基本工资，由于夏先生的基本工资是1400元，而这3个月
的工资已发，因此单位应再付4200元给夏先生。另外，夏先
生要求的加班费也只裁决1千多元；对于经济赔偿金，裁决的
结果是分文未得，理由是单位并非故意拒付加班费，而是双
方对加班费存在争议。

从4万元的索赔到5千多元的所得，巨大的落差实在令夏先生
大失所望。他随即到天河区法院起诉，坚称双倍工资的计算
标准应该是基本工资和加班费的总合，而非仅为基本工资。

二告

单位无法反证 赔偿万元加班费

今年9月，天河区法院对此作出一审判决，对于双倍工资，法
院同样只支持了4200元，理由同样是计算标准是以基本工资
为准。

针对夏先生要求单位补发的加班费，法院作出了一项颇为经
典的判决。法院认为，既然夏先生主张自己加了班，那么单
位要举证夏先生没有加班，就应该提供当时的加班情况的书
面记录，证明当时是别人在加班，而不是夏先生。结果，由
于单位无法举证证明，法院就采纳了夏先生的说法，推定他
当时是在加班，因此判决单位支付加班费12000元。另外，对
于夏先生关于经济赔偿金的索赔，法院以同样的理由驳回了
他的起诉。

法官释疑



双倍工资、加班费均按基本工资算

虽然一审结果让夏先生多得了1万多元，但他还是想不通，
《劳动合同法》没有规定工资指的就是基本工资，为何双倍
工资的计算标准是基本工资，而不包括加班费？夏先生随后
向广州中级法院提出上诉。夏先生想不通，他的“老东家”
更想不通：为什么法院只听夏先生单方面的说法，一定要我
们以书面证据证明加班情况呢？于是，用人单位也提出了上
诉，认为法院不应支持夏先生要求的加班费主张。

法律未明确 建议出台司法解释

10月27日，此案在广州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法院没有当庭
判决）。记者了解到，当天恰好广州市人大代表视察法院关
于执行劳动法的情况，旁听了该案后，代表们对双倍工资的
计算标准和加班费由谁举证的问题也大感兴趣。

对于双倍工资的.计算标准，不少代表认为法律既然没有明确
工资的计算标准，法院为何断定以基本工资计算呢？广州市
中级法院余明永副院长解释称，法律确实没有相关的明确规
定，但目前的司法实践都是按基本工资计算的，包括节假日
的双倍工资、三倍工资，目前也是以基本工资的标准来计算。
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最高法院或者全国人大出台解释，将
这一情况细化规定，以做到有法可依，避免争议。

律师说法

员工声称加班 单位无法反证就要输

而对于加班费由谁举证的问题，大多来自各企业高层的人大
代表们对此很有意见。代表们认为，法院要求用人单位提供
加班纪录，在用人单位无法提供加班纪录的情况下，直接判
令用人单位偿付加班工资的作法不妥当。他们还表示，在新
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并没有要求用人单位保存加班纪录，现



在又要单位提供相关证据不太合情理。

员工处弱势 单位负举证责任

对于这一点，记者采访了广州的游长安律师。游律师认为，
虽然法院的判决乍一看起来，单位确实是有点冤；但从长远
来看，应该是合理的。因为与员工相比，单位处于强势，因
为举证责任应该由单位来承担，这一点是《劳动法》的规定。

如果法律规定由员工来举证，有些单位根本就没有记录，员
工怎么证明自己加了班呢？所以按目前规定，由员工口头提
出、单位举证否认比较合理。此外，因为《劳动合同法》颁
布实施时间还不长，一些单位还不习惯保存加班记录，但相
信时间久了，他们会主动保存，否则吃亏是自己。

没签合同自己离职不给工资办篇二

劳动仲裁解决此事!完全可以胜诉。可以hi喔

1、单位严重违法，劳动合同法规定，建立劳动关系一个月内
应该签订劳动合同

法律依据

第十条 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
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第八十二条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
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
工资。



第四十七条 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
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
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
的经济补偿。

先试用后签合同是违法的，但在不少地方盛行。若试用合格
后签合同时注明：合同期内已包含试用期勉强可以接受。但
《劳动法》规定：劳动合同期限不满六个月的，试用期不得
超过15日;劳动合同期限在六个月以上不满三年的，试用期不
得超过30日;劳动合同期限在三年以上不满十年的，试用期不
得超过三个月;劳动合同期限在十年以上的，试用期不得超过
六个月。另外，用人单位在试用期内解除劳动合同还需证明
劳动者不符合录用条件。

因此，单位的解释是不合法的;试用期间未超过1周的病休，
应按试用工资的70%发放病假工资;至于是否可就未签订试用
合同，申请仲裁，答复是可以的，但似无必要，仲裁成本(预
付仲裁费、2个月的仲裁周期、单位再故意拖拖你，提起诉讼，
一、二审至少要耗时一年以上)太高，得不偿失。

需要提醒注意的是，有些单位认为加长试用期，然后在试用
期到来前，以莫须有的理由提出解除合同，这种例子并不少
见。应多加注意。

注：查看本文相关详情请搜索进入安徽人事资料网然后站内
搜索试用期没签订合同。

没签合同自己离职不给工资办篇三

本文目录

没签合同1.
公司没签劳动合同怎么办2.



【法条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有关内容的规定：

第二十一条

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未在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或者存在其
他侵害承租人优先购买权情形，承租人请求出租人承担赔偿
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请求确认出租人与第三人签
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二条

出租人与抵押权人协议折价、变卖租赁房屋偿还债务，应当
在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请求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
房屋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三条

出租人委托拍卖人拍卖租赁房屋，应当在拍卖5日前通知承租
人。承租人未参加拍卖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承租人放弃优
先购买权。

第二十四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承租人主张优先购买房屋的，人民法院
不予支持：

(一)房屋共有人行使优先购买权的;

(三)出租人履行通知义务后，承租人在十五日内未明确表示
购买的;

(四) 第三人善意购买租赁房屋并已经办理登记手续的。



没签合同（2） | 返回目录

《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
过一个月但不满一年位于劳动者订立劳动的同的，应当向劳
动者每月支付二倍工资。

《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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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为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也就是说《劳动合同法》
实施后，用人单位不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超过一年的，
就视为双方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在一个月的“宽限期”内，如果由于劳动者不签订书面劳动
合同，用人单位终止劳动合同的，可以不支付经济补偿，超
过一个月的，由于劳动者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而用人单位
终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须依法支付经济补偿。

未签劳动合同不能对涉及商业秘密或竟业限制的劳动者进行
有效约束。

有公司名称的工装、工作证或工作牌(最好盖有公章)、工资
卡、工资条、考勤记录、社会保险缴纳记录、录音录像或者
其它有你名和公章的文件等(其中有公章的工作证、社会保险
缴费记录、有你名和公章的文件，有一个足以证明劳动关系)

同事证言(离职在职的都可以)，一般可以找刚刚离职的，如
果一个月之内离职的，还跟公司存在与你相同争议问题的同
事，可以一起申请仲裁。

携带劳动仲裁申请书、身份证复印件、相关证据、工商注册
信息，然后去当地仲裁委申请立案就可以!立案后，你去找新
工作，不耽误什么!

劳动争议案件受理费收费标准：3人以下的，每件20元;4至9



人的，每件30元;10人以上的集体劳动争议案件，每件50元。

(一)没有争议金额的案件，每件300元。

(二)有争议金额的案件，按下列标准累加收费：

1.争议金额在1万元以内(含1万元)的案件，每件500元;

2.争议金额超过1万元至5万元(含5万元)的部分，按3%收费;

3.争议金额超过5万元至10万元(含10万元)的部分，按2%收
费;

4.争议金额超过10万元的部分，按1%收费。

如果不知道具体如何操作，可以在网搜索当地的仲裁机构地
址及联系电话进行咨询。

因为单位违法在先，你书面提出离职后可以立即走人，并要
求单位支付你拖欠的工资、押金、经济补偿金、双倍工资(最
多11个月)、加班工资等;从你离职开始算，劳动仲裁时效为
一年!

没签合同自己离职不给工资办篇四

由于在《劳动合同法》生效后的11个月里，都没有和公司的
财务行政经理梁女士签订劳动合同，四川中达凌志汽车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凌志公司)付出了高额的代价。昨日记者获悉，
高新区法院判决该公司赔偿梁女士33万元的双倍工资。
这1.67万元的月薪中，包含了“提成工资”。对此法官解释，
梁女士的“提成工资”非一般意义上的“销售提成”，而是
根据该公司的整体业绩情况发给员工的奖金，应当作为梁女
士的工资计算。



没签劳动合同 公司面临高额索赔

2005年6月29日，梁女士到凌志公司应聘成功，双方签订了
《劳动合同》，她担任该公司财务行政经理一职。一年后合
同到期，双方未再签劳动合同，但梁女士仍在凌志公司工作。
就这样又干了两年多时间，2008年12月，凌志公司与梁女士
解除了劳动合同关系。

“2008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正式施行，根据法律规定，
凌志公司应该在该法律生效之日起1个月内与我签订书面劳动
合同，但公司并没有这么做。”梁女士向成都市劳动争议仲
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认为凌志公司的行为违反了法律的
强制性规定。“我2008年12月的工资是1.67万余元，按照
《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凌志公司应该赔偿我2008年2月至12
月双倍工资共计33万余元”。劳动仲裁委裁决支持了梁女士
的申请，后凌志公司向高新区法院起诉，要求判令己方不用
支付这33万余元。

赔33万 “提成工资”应算为工资

庭审辩论中，凌志公司表示，双方在2005年签订过劳动合同，
合同期满后，双方虽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双方的权利义务关
系受原合同约束，应视为双方劳动合同的'延续，并不能认为
凌志公司在2008年后未与梁女士签订劳动合同。

对此，法院认为《劳动合同法》施行后，与劳动者签订书面
劳动合同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所有用人单位应当在《劳
动合同法》施行后1个月内，与各自全体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
合同。法律并无规定“在2008年1月1日前用人单位与劳动者
之间曾经签订过劳动合同，但已实际履行完毕”的情形，可
以免除用人单位的该义务。因此，没有采纳凌志公司的答辩
意见。

“梁女士是行政人员，不能享受销售人员的‘提成工



资’。”凌志公司还提出，即便公司应该双倍赔偿，但在发
给梁女士的工资中，很大一部分是“提成工资”，该项不应
当作为双倍工资的标准计算。对此理由，法院同样未予认可。
“工资中应当包含用人单位支付给劳动者的奖金，根据我们
调查的情况可以确认，凌志公司提供的梁女士的工资表中显
示的‘提成工资’是根据公司的整体业绩情况发给她的奖金。
”承办法官解释，而非一般意义上个人所为的“销售提成”，
应当作为梁女士的工资计算。

最终，法院认定凌志公司应当自2008年2月起支付梁女士每月
两倍工资，至双方事实劳动关系于同年12月15日终止时，判
决支付共计33万余元。

没签合同自己离职不给工资办篇五

市劳动仲裁处专家表示，无论劳动者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只
要劳动事实存在，在本身没有违反规定的情况下，单位提出
解除合同就应该支付经济补偿金。老范应得到经济补偿金。
老范没合同，但他为单位工作近10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按照现行的《劳动法》，按照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时间每满
一年就支付一个月工资方式予以补偿;工作时间未满一年者不
补偿。也就是说，老范至少可以拿到10个月的工资作为经济
补偿金。

同样的事情若是发生在明年，那结果就完全不同了。从2008
年1月1日生效的《劳动合同法》规定：除了规定必须签订劳
动合同以外，还对企业终止劳动合同的约束。

《劳动法》规定，劳动合同期满或当事人约定的劳动合同终
止条件出现，劳动合同即行终止。而《劳动合同法》则删除
了"双方当事人可约定劳动合同的终止条件"这句话，也就是
说企业裁员故意抬高门槛、找茬，如"末位淘汰，终止劳动合



同"等等，今后企业随意终止劳动合同的做法将受到全面遏制。
用人单位终止劳动合同，必须按照新《劳动合同法》执行。

此外，新法还加强了对老职工权益的保护，明确"劳动者在用
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以上，双方同意延续合同的，只要劳
动者提出，便应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如果用人单位
违规不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在解除或终止合同时，应
按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双倍支付赔偿金。即便是劳动者真
的'不愿意续签，单位终止合同的同时，也还要依法支付劳动
者经济补偿。

为了体现对劳动者的保护，《劳动合同法》打破了经济补偿
金笼统算法，根据劳动者的收入，确定了普通劳动者和高薪
劳动者两种计算方法。高薪劳动者，是指月工资高于用人单
位所在地上年度职工月工资3倍的，其补偿标准按当地职工月
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
超过十二年。而对一般劳动者则按实际工资补偿，且无十二
年的限制。

专家建议劳动者注意收集自己用工事实的证据，防止发生纠
纷时，无据可循。专家指出：任何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缴
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或者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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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填写的用
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考勤记录;
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凭证，都可作为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的证明。

注：查看本文相关详情请搜索进入安徽人事资料网然后站内
搜索没签合同辞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