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马同志：
我在一家公司工作期间， 接触

到一些商业秘密， 为此公司要求我
签订一份“竞业限制协议”，要求我
离开公司后 2 年内不得从事相同行
业。我签了字，离开公司后也履行着
这个协议， 单位也每月支付我一定
的补贴。 但单位一些商业秘密现在

已经公开，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于
是单位通知我 “竞业限制协议”解
除。 我提出解除协议是否该给些补
偿？结果单位说，现在你想去哪个行
业工作都行， 就业权利不再受限制
了，凭什么还要公司给补偿？我想我
履行着竞业限制协议， 很多公司来
找我去他们那儿工作，我都拒绝了。

现在公司说解除就解除，不守信用，
难道不应该给些补偿？ 读者 小丁

小丁：
员工在履行职务行为时难免会

解除或了解到用人单位的一些商业

秘密和知识产权， 为了避免自己的
商业秘密泄露和知识产权被侵权，
对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
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

人员， 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
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

制条款， 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
后， 负有竞业限制义务的人员在两
年之内不得到与本单位生产或者经

营同类产品、 从事同类业务有竞争
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 或者自己开
业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 从事同
类业务。

按照法律的规定， 在竞业限制
期限内， 用人单位需要按月支付劳
动者经济补偿， 劳动者如果违反了
竞业限制的约定， 应当向用人单位
支付违约金。 在司法实践中， 经常
会出现一些竞业限制而产生的纠

纷， 如用人单位只与劳动者约定劳
动者负有竞业限制的义务， 并没有
约定用人单位需要支付劳动者经济

补偿， 在劳动者实际履行了竞业限

制协议后， 要求用人单位向其支付
经济补偿、 或者解除竞业限制协议
并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竞业限制协议

已经实际履行期间的经济补偿纠

纷； 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协议， 用
人单位索赔违约金纠纷； 用人单位
提出 解除竞业限制协议产生的纠

纷等。
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

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四）实施之前，法律并没有规定
用人单位单方提出终止竞业限制协

议合不合法、 需不需要向劳动者支
付经济补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四）实施之后，对于这个问
题则有了明确的规定， 其第九条规
定，在竞业限制期限内，用人单位请
求解除竞业限制协议时， 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在解除竞业限制协议时，
劳动者请求用人单位额外支付劳动

者三个月的竞业限制经济补偿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综上，在竞业限制期限内，用人
单位提出解除竞业限制协议的，你
可以向用人单位主张额外支付三个

月的经济补偿， 金额还是按原协议
约定的标准执行。 文 老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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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户口却搬离的是同住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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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工作已经满十年
为何没有签上无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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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在单位里干满了十年 ， 续
签合同时被告知单位已取消无固定

合同。 可明明是单位不给签， 却在
给职工续签的劳动合同上加上了

“职工自愿不要签订无固定 ” 的话
语， 这让职工感到很不对劲。 日前，
职工石先生向本报反映了自己在签

订劳动合同时被忽悠的经历。
据石先生反映，他是一家制造企

业的一线职工。虽然厂里给的工资不
高，但每月都能按时发放，而且每次
劳动合同到期后都会和他续签。这让
他觉得企业很正规， 工作也稳定，于
是一干就是十年。前不久，石先生的
劳动合同到期了， 厂里通知续签。他
曾经听说过，满十年就能签上无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这样就能一直在企业
里做到退休。他之前也听说厂里有同
事已经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他也满心期盼能签上“无固定”。但到
了续签合同那天，人事经理拿出的合
同却只有三年。怎么不是“无固定”？
石先生提出疑问， 人事经理说， 现
在已经没有无固定了。 不是厂里还
有人签订过吗？ 他很是不解。 人事
经理说， 原来是有的， 但今年年初
厂里决定取消签订无固定合同了 。
见他犹豫不决， 人事经理说： “你
先回去考虑一下吧。 厂里也是考虑
到你是老职工， 所以给你签了厂里
最长期限的劳动合同， 其他新来的
职工都只能签一年期的。” 他考虑了
几天， 越想越慌，没合同自己就没有
保障， 最终决定还是接受单位的方
案。他再次来到人事部。人事经理一
见他，就说其他人都已经签了，就剩
他一个人了。他仔细看了一下，这份
合同比之前签订过的合同多了一句

话：“职工自愿不要签订无固定”。石
先生签了名之后， 越想越觉得不对
劲。既然是厂里规定，为什么还要写
这句话？自己是不是被忽悠了？

上海阳光卓众律师事务所尹维

耀律师表示， 石先生确实被忽悠了，
有两个问题他应该了解一下 。 一 ，
什么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 是指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约定无确定终止时间的劳动

合同。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
可以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二，
单位无权取消 “无固定”。 《劳动合
同法》 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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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
连续工作满十年的； 用人单位初次

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或者国有企业改

制重新订立劳动合同时， 劳动者在
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且距法

定退休年龄不足十年的； 连续订立
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且劳动者
没有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

十条第一项 、 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
续订劳动合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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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律师遗憾地表示 ， 虽然厂里

的做法有问题， 但石先生如果想要
变更为为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很

难， 因为石先生在写有 “职工自愿
不要签订无固定” 的劳动合同上签
了名 ， 因为相关司法解释很明确 ，
签订了 “固定期限合同” 要变更成
“无固定” 是必须得到单位同意的，
除非他能掌握有单位胁迫、 欺诈等
的证据。

【案例】
洪大妈、老徐（1994 年 12 月 26

日报死亡） 系夫妻， 两人共生育徐
钱、徐花、徐宝（妻子顾珍，生育一子
徐杨）、徐明（2017 年 6 月 28 日报死
亡）、徐德、徐甜。

早年，洪大妈名下私房动迁分得
系争房屋某区公房一套，徐宝系受配
人之一。 该房屋承租人为洪大妈，户
籍于 1991年 6月 9日迁出。 徐宝户
籍于 1985以“投靠父母”为名迁入系
争房屋，顾珍因与徐宝结婚也迁入该
房屋。 徐杨于 1994年 4月报出生在
该房内。1996年， 徐宝夫妻与徐明夫
妻因生活琐事发生矛盾， 后搬离该
房。 2017年 8月，系争房屋被纳入征
收范围，在册户籍人口为徐宝、顾珍、
徐杨，其中徐宝为户籍户主。

2017 年 9 月 17 日，区住房保障
和房屋管理局作为甲方， 某房管所

作为房屋征收实施单位， 洪大妈作
为乙方签订征收补偿协议。 根据协
议，乙方搬离原址 90日内，甲方应向
乙方支付 65 余万元。根据某二所结
算， 该户另行增加费用为居住搬迁
奖励、成套面积奖励、利息、居住提
前搬迁加奖、临时安置费，合计 83万
余元。上述征收补偿款，徐宝一方和
洪大妈均未领取。

1998年 6月，案外人顾珍的父亲
户住房困难，单位向顾父、顾珍以购
房形式配置场中路房屋，后由顾珍购
买该房产权。徐宝、顾珍、徐杨曾于
2000年 11月购买保德路房屋， 后于
2012年出售。徐杨还是松江区一商品
房的权利人。1998年， 徐甜名下私房
动迁，洪大妈及徐钱获配宝山区一公
房， 并于 2004年 12月购买产权，洪
大妈、徐钱、徐花各占三分之一产权，
后于 2004年 12月 16日出售。

法院经审理认为， 公有房屋承
租人所得的货币补偿款、 产权调换
房归公有房屋承租人及其共同居住

人共有。共同居住人，是指作出房屋
征收决定时， 在被征收房屋处具有
常住户口， 并实际居住生活一年以
上（特殊情况除外），且本市无其他
住房或者虽有其他住房但居住困难

的人。本案中，顾珍已经享受过福利
分房并购买售后产权， 且面积已经
达到相关标准， 不属于系争房屋同
住人。徐宝、徐杨曾在系争房屋内居
住，其因家庭矛盾搬离，其居住使用
的房间仍予保留， 虽其另行购买的
房屋系商品房， 但不能以此否定其
同住人资格，应认定徐宝、徐杨为系
争房屋同住人。 洪大妈作为系争房
屋承租人， 与同住人均应取得征收
补偿利益。法院判决：某区房屋征收
补偿利益中，徐宝、徐杨和洪大妈均

享有征收补偿。
律师析案：

徐宝、 徐杨曾在系争房屋内居
住，虽因家庭矛盾搬离，在他处未再
享受过福利分房， 其另行购买的房
屋系商品房，法院因此认定，徐宝、
徐杨为系争房屋同住人。 经综合考
虑房屋来源、居住、福利分房等各方
面因素， 酌定各方应得的征收补偿
款，符合法律之规定，该判决条理清
楚，运用法律得当。 文 张建伟
（以上均系律师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我能要未签合同
的赔偿吗？

金先生问： 我在一家单位
工作好几个月了， 单位一直没
有和我签订劳动合同， 我能要
求单位支付未签合同的赔偿吗？

答： 根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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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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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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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确实能证明你和单位之间

有劳动关系 ， 你可以申请仲
裁， 要求单位支付未签合同的
赔偿 ， 因为根据 《劳动合同
法》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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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倍的工资。

什么是
“上下班途中”？

张先生问： 根据规定， 职
工在上下班途中， 受到非本人
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

轨道交通、 客运轮渡、 火车事
故伤害的， 应当认定为工伤。
什么是 “上下班途中”？

答：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关于执行 〈工伤保险条例〉
若干问题的意见 （二）》 明确，
职工以上下班为目的、 在合理
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单位和居住

地之间的合理路线， 视为上下
班途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

题的规定》 第六条规定， 对社
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

为 “上下班途中” 的， 人民法
院应予支持： 在合理时间内往
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 经常居
住地、 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
上下班途中； 在合理时间内往
返于工作地与配偶、 父母、 子
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

途中； 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
所需要的活动， 且在合理时间
和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 在
合理时间内其他合理路线的上

下班途中。 文 崔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