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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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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付二倍的工资。但如果双方只是签订了电子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还需支付“二倍工资”吗？2020 年 12 月 25 日，上海市第
二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了一起劳动争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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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签电子合同
员工要求“二倍工资”

陈某于 2019 年 7 月 1 日入
职瑞泓公司 ， 瑞泓公司后于
2019 年 7 月 5 日与陈某签订电
子劳动合同。

为此，陈某申请劳动仲裁时
要求瑞泓公司支付其 2019 年 8
月 1 日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的
双倍工资 4960 元， 未获支持后
起诉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然
一审法院以 “双方于 2019 年 7
月 5 日已签订电子劳动合同文
本，瑞泓公司已履行了签订劳动
合同的义务 ”为由 ，驳回陈某诉
请。 陈某不服判决，向上海市第
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认为 ，本案中 ，陈某于 2019 年 7
月 1 日入职瑞泓公司 ， 瑞泓公
司后于 2019 年 7 月 5 日与陈
某签订电子劳动合同 ， 该电子
劳动合同系瑞泓公司租赁使用

第三方人事信息管理系统平台

签订亦生成了劳动合同文本 ，
且通过上海市数字证书认证中

心出具的情况说明及数字签名

验证报告对该电子劳动合同的

真实性予以 确 认 ， 陈 某 在 一
审审理中亦自认其登入该系

统后对该电子劳动合同进行

电 子 签 名 且 并 未 改 动 过 ，应
视为其同意双方的劳动合同以

电子合同形式订立 ， 故该电子
劳动合同系一份完整有效的书

面劳动合同。
现陈某仅以双方劳动合同

采用电子签名 、 数据电文的形
式而否定该电子劳动合同的法

律效力 ，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
本院不予支持。

2020 年 12 月 25 日 ， 上海
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可靠的电子签名
具有法律效力

《劳动合同法》规定，建立劳
动关系 ， 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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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3 月 4 日 ， 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在 《关
于订立电子劳动合同有关问题

的函 》中 ，回复北京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在疫情防
控期间开展劳动合同管理电子

化工作的请示 》的答复如下 ：用
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 ，可
以采用电子形式订立书面劳动

合同 。 采用电子形式订立劳动
合同 ， 应当使用符合电子签名
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可视为书

面形式的数据电文和可靠的电

子签名 。 用人单位应保证电子
劳动合同的生成 、传递 、储存等
满足电子签名法等法律法规规

定的要求 ，确保其完整 、准确 、
不被篡改 。 符合劳动合同法规
定和上述要求的电子劳动合同

一经订立即具有法律效力 ，用
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按照电子

劳动合同的约定 ， 全面履行各
自的义务。

由此可见 ， 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行政部门一方面认可订立

的电子劳动合同法律效力上等

同于书面劳动合同 ， 另一方面
也对电子形式进行了规范 ，认
为应当使用符合电子签名法等

法律法规规定的可视为书面形

式的数据电文和可靠的电子签

名 ，保证电子劳动合同的生成 、
传递 、 储存等符合法律法规规
定的要求。

《电子签名法 》 第四条规
定 ： “能够有形地表现所载内
容 ， 并可以随时调取查用的数
据电文 ，视为符合法律 、法规要
求的书面形式 。 ”数据电文 ，是
指以电子 、光学 、磁或者类似手
段生成 、发送 、接收或者储存的
信息。 电子签名，是指数据电文
中以电子形式所含 、 所附用于
识别签名人身份并表明签名人

认可其中内容的数据。
2019 年 10 月 30 日，浙江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优
化新业态劳动用工服务的指导

意见 》中提出 ，无论是否是新业
态企业 ，经劳动者同意 ，确保合
同内容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真

实意愿且劳动合同内容不被篡

改的情况下，用人单位与劳动者
可以签订电子劳动合同。

总而言之 ， 数据电文和纸
面合同一样 ， 是书面形式的一
种 ， 可靠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
名或者盖章具有同等的法律效

力 。 只要通过经国家认可的可
靠的电子签名平台以电子形式

签订劳动合同 ， 就双方劳动关
系的权利义务做出明确约定 ，
具备 《劳动合同法 》第十七条要
求的劳动合同应当具备的必备

条款 ， 包括用人单位和劳动者
的自然情况 、劳动合同期限 、工
作内容和工作地点 、 工作时间
和休息休假 、劳动报酬 、社会保
险 、劳动保护 、劳动条件和职业
危害防护等条款 ， 并保证电子
劳动合同的生成 、传递 、储存等
满足电子签名法等法律法规规

定的要求 ，确保其完整 、准确 、

不被篡改 ， 就能认定该电子劳
动合同真实有效合法。

合同网上备案≠
签订电子合同

本案中签订的电子劳动合

同被依法认定为合法有效 。 但
在另外一则判例中 ， 某国际旅
行社仅在网上对劳动合同进行

过备案登记 ，法院认为 ，这仅是
对用工信息的备案登记 ， 未经
合同双方当事人签字确认 ，不
具备合同形式 ， 内容也未包含
劳动合同必备的合同期限 、工
作内容及地点 、 劳动报酬等内
容 ， 故某国际旅行社提出双方
已订立电子劳动合同的主张不

成立 ， 某国际旅行社应当根据
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承担未

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法律后果。
实践中 ，采用微信 、电子邮

件 、传真 、办公软件 、QQ、Word、
Wps、PPT、Excel 等方式签署的
劳动合同 ， 也不属于法律意义
上的电子合同 ，因其容易伪造 、
篡改 、拼接 、剪辑 、破坏 、毁灭等
特性 ， 其法律效力很难得到仲
裁委、法院的采信。

在此提醒当事人双方 ：想
要签署合法有效的电子劳动合

同 ， 一定要通过可信的第三方
电子合同平台 ， 司法实践当中
通过经国家认可的电子签名平

台以电子形式签订劳动合同 ，
就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权

利义务做出明确约定 ， 并确保
其内容完整、准确、不被篡改。

另外 ，虽然根据 《劳动合同
法 》，签订劳动合同 ，应该采用
书面形式 ， 但考虑到疫情期间
的特殊情况 ， 国家有关部门提
倡 “线上办公 ”，故对于劳动合
同的续订条款 ， 企业可先与职
工通过电子邮件或其他电子数

据等方式进行商量 、确认 ，如果
续签的 ， 事后再补签纸质的书
面劳动合同 ， 也不失为一种办
法 。 但用人单位应当注意劳动
合同到期情况 ， 及时就续签事
项与员工开展诚实磋商 ， 避免
发生相关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