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劳动合同遗失证明(模板5篇)
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加强，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合同来调和民
事关系，签订合同能够较为有效的约束违约行为。相信很多
朋友都对拟合同感到非常苦恼吧。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
合同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劳动合同遗失证明篇一

案例解析：小丽的这种做法是利用职务之便获得不当利益，
不能支持。理由如下：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
和义务的协议。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的同时，
应当订立劳动合同。但现实中存在很多不按时订立书面劳动
合同的情况。由于一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法律意识薄弱，或
者一些用人单位利用其优势地位，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拖延
或者拒绝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逃避应当履行的劳动
合同义务。

现实中，也出现了一些劳动者为了获取不正当利益，利用人
事工作人员等职务之便，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或离职时将劳
动合同私自带走，事后又恶意主张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
资差额情形。该种行为既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也不符合用
人单位支付双倍工资差额的条件须用人单位主观上不与劳动
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少数劳动者的恶意诉讼行为，降低了
自己的社会信用评价，损害了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

因此，我们建议：一方面，劳动者维权时应当遵守诚实信用
原则，合法、合理地维护自身权益，不义之财不可图。另一
方面，用人单位不仅要重视劳动合同的签订，也要重视劳动
合同的保管。对于人事等工作人员的劳动合同应当由公司经
理等其他管理人员保管。对于由人事工作人员自己保管的，



在人事工作人员离职时应当办理交接手续，防止遗失。

[人事文员诉公司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可否支持？]

劳动合同遗失证明篇二

【案情概要】

王某于２００8年４月进入甲公司工作，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劳
动合同。２００9年10月31日，王某收到甲公司发出的解除劳
动合同通知书，双方劳动关系解除，甲公司支付了二个月工
资作为经济补偿。王某认为单位没有与其签订书面的劳动合
同，应该支付其双倍工资，因此提出劳动仲裁申请，要求甲
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

【判例研习】

一、依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
应当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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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的，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

《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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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与劳动者签订书
面劳动合同，如果用人单位在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没有与劳
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则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无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二、用人单位没有及时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有什么法
律后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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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的，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
付双倍工资。

因此，若用工单位没有在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与劳动者订立
书面劳动合同，则需要向劳动者支付双倍工资。

经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应当立即与劳动者补
订书面劳动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七条针对的是视
为已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措施。具体补偿的
时间和数额应当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
十七条：“本法施行前已依法订立且在本法施行之日存续的
劳动合同，继续履行；本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连续
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次数，自本法施行后续订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时开始计算。本法施行前已建立劳动关系，尚未订
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本法施行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
依据该规定，“如果在《劳动合同法》前已经建立劳动关系，
《劳动合同法》实施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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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时，用人单位应当自《劳动合同法》实施后起满一个月的次
日至满一年的前一日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
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并视为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
的当日已经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应当立即与



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总共计算赔偿的时间应当是“1
年”减去“1月”等于11个月的期间，此11月应当按照双倍工
资给予赔偿。

综上所述，用人单位应当在法律规定时间内与劳动者订立书
面劳动合同，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而且用人单位也不会因
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而承担双倍工资赔偿。

劳动合同遗失证明篇三

法律要求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其根本目的
在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劳动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发生
纠纷时劳动者可持劳动合同向用人单位主张权利，只要劳动
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立法本意并不是要刻意对用人单位
予以处罚。

通常，如果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劳动合同的补签问题已达成
合意，补签的劳动合同中将用工期限追溯到了用工之日，除
非劳动者能够举证证明补签劳动合同时的倒签行为并非其真
实意思表示，否则应视为劳动者已自愿放弃索要双倍工资的
权利。因此，如果何某拿不出有力证据证明当时补签合同时
是非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的，其主张无法到支持。

[补签合同后，员工可否讨要此前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

劳动合同遗失证明篇四

劳动合同可以补签吗?补签劳动合同需支付双倍工资吗?下面
来看看!

一、劳动合同可以补签吗

1、“公司要补签劳动合同”，从用工之日到补签之前扣除一
个月后，按应支付双倍工资。



2、“如果员工拒绝签合同”，可按《劳动实施条例》规定书
面通知本人：“xx日前来人力资源部，如逾期不签，劳动关系
自动终止”。(送达本人并由本人签字收到)

3、如果以后此人“就此事索赔双倍工资”，本人签收之日之
后的不必支付双倍。

4、一般来说，愿在公司干的员工不会不签合同(因为保障了
他的合法权益)，也不会向公司索赔补签前的双倍工资(因为
人是讲道理的，自己并没有付出双倍的劳动)。

5、不排除一些头脑简单的贪心者恶意不签合同，等着索赔双
倍工资。可按第2、第3两条处理后与其终止劳动关系!

二、补签劳动合同需支付双倍工资吗?

“两倍工资”和“补订合同”是用人单位并列承担的.责任，
即使补订书面劳动合同，仍应支付劳动者两倍工资。

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10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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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的，
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6、7条又作了进一步的明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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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工资的起算
时间为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截止时间为补订书面劳
动合同的前一日;用人单位同时必须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
同，即“两倍工资”和“补签合同”是用人单位应并列承担
的责任。也就是说，只要用人单位没有按期与劳动者签订书
面劳动合同，就必须向劳动者支付双倍工资，而不管是否补
签劳动合同，均没有任何免责事由。



综上可知，一般法律是允许补签劳动合同的。但是在劳动合
同补签后，劳动者还是有权利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双倍的工资。

拓展：

补签劳动合同，还能主张二倍工资?

法律索引：

《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
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该法第八十二条还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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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六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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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
的工资，并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与用人单位
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
动关系，并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支付经济补偿。

前款规定的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工资的起算时间
为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截止时间为补订书面劳动合
同的前一日。

劳动合同遗失证明篇五

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仲裁时效如何计算

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向用人单位主张双倍工资的时效起算点，
在实务中有一定的争议。有人说从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算，
有人说从未签合同满一年时起算。两种说法，在实务中都有
采纳。20xx年xx月8日江苏省高院、省劳动仲裁委员会发布了



《关于审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的指导意见(二)》，对双倍工
资的时效起算点作出了明确规定。第一条规定：劳动者因用
人单位未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而主张用人单位每月支付二
倍工资的争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及人民法院应依法
受理。对二倍工资中属于用人单位法定赔偿金的部分，劳动
者申请仲裁的时效适用《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
规定，即从用人单位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违法行为结束之
次日开始计算一年;如劳动者在用人单位工作已经满一年，劳
动者申请仲裁的时效从一年届满之次日计算一年。按此规定，
在20xx年xx月8日之前实务中按第一种说法，即从劳动关系终
止之日起算;之后按第二种说法，即从未签合同满一年时起算。
两种说法，涉及到双倍工资性质的认识。

《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
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
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同条第四款规定：劳动关系存续期间
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
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
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之前的做法，以劳动关
系终止之日开始超算时效，是把双倍工资的性质认定为劳动
报酬。现在的做法不视双倍工资为劳动报酬，而是对用人单
位的一种惩罚。这种规定也不无道理，因为《劳动合同法》
双倍工资的描述规定在第八十二条，这一条所属的章节为第
七章法律责任，这一章更多的是对用人单位的责任要求，属
于处罚性规定。从这个逻辑关系上来看，把双倍工资界定为
惩罚性的赔偿，而不是劳动报酬，也有一定的道理。

对于劳动者而言，如果用人单位未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如
果一年期满时，从一年期满这个时间点开始计算一年的时效，
如果超过这个时间再主张双倍工资，那就不会得到支得支持
了。比如，劳动者是2019年1月1日入职，用人单位应当
在2019年1月31日之前与劳动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如果一直没
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那么到28年12月31日满一年，从次日
起即29年1月1日起计算一年的时效，那么劳动者最迟在29



年12月31日前要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劳动仲裁，过了这个时
间就超过仲裁时效了。

对于用人单位而言，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并不会给企业带来
多大的损失，反而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双倍工资是法
律的硬性规定，如果不签订就有可能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
因为双倍工资是按照劳动者实际收入来计算，如果满一年计
算xx个月，那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用人单位更要注意的是合
同到期后，续签合同的问题。有些用人单位也知道签订书面
劳动合同的重要性，对新入职人员要求很严格，都能签订，
但对于续签合同往往有所疏忽，如果合同劳动期，但没有重
新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继续在用人单位工作的，同样视为没
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同样要支付双倍工资。所以，人事部
门在工作中尤其要细致认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