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签合同还欠薪，维权没商量

女设计师被公司拖欠二十余万元工资，然而公司的账面上却没有钱，即

使赢了劳动仲裁，实际上也无法执行。女设计师该如何要回属于自己的报酬？



案例：定期结算薪水，公司总“没钱”

林晓涛从北京一所知名高校的服装设计系毕业后，到一家服装公司工作。老

板徐莉对她的才华十分欣赏，开出了1.8万元的月薪。但徐莉提出，工资不是每

月发放，而是按季度结算，也就是每过三个月，给她发5.4万元的工资。

林晓涛觉得这是细节问题无需计较，没怎么想就答应了。应徐莉要求，第二

天她就来公司报到，开始工作。可是一周过去了，徐莉却对签订劳动合同的事只

字不提。林晓涛觉得有些不妥，但碍于面子没有明说。



一个季度过去了，林晓涛迟迟没有拿到工资。她去找徐莉，办公室一直无人。

一个周末，林晓涛在车间加班，终于见到了久未露面的徐莉。她连忙上去询问工

资的事。没想到，徐莉皱着眉头说：“小林啊，不少客户欠着咱们的钱，我天天

出去要账，想必你也看见了。等我要回钱，一分都不会少给你，年底一定给你包

个大红包。”

林晓涛听后，有些惭愧，心想厂里生意不错，肯定不会到发不出工资的境地。

也许真的是资金回笼慢，暂时周转不开。想到这里，她就没再多说什么，也没有

继续追问工资的事。又一个季度过去了，让林晓涛郁闷的是，不仅上季度的工资

依然没拿到手，就连这个季度的工资，也杳无音信。这次，徐莉主动找到林晓涛，

表示公司马上就有一笔钱进账，要再等几天，请她理解。



林晓涛信以为真，决定再等一个月。可是一个月过后，徐莉却不见了踪影，

电话不接，微信也不回。“十一”假期过后，老客户古梅来找林晓涛取货，看她

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便询问原因，林晓涛就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了对方。

古梅听了十分纳闷：“我刚把货款打到你们徐总的账户，她怎么会没钱发工

资呢？”林晓涛发现了话中的可疑之处：“您怎么能直接把钱打给徐总呢？难道

不是打到公司的账户里吗？”“我们和徐总早就签合同做了约定，货款都要打到

徐总的私人账户。这件事你不知道吗？”古梅解释说。

徐莉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古梅走后，林晓涛思来想去，就是想不明白。让她

更为纠结的是，该继续等徐莉发工资，还是当机立断辞职？



林晓涛找到学法律的朋友求助，对方告诉她，徐莉很可能是故意造成公司账

面没钱的假象，以拖欠工资。朋友建议林晓涛辞职，并提起劳动仲裁。按法律规

定，单位如果用工超过一个月，却不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就要从满一个月的第

二天开始，向员工支付双倍的工资。林晓涛工作了7个月，可以要求公司补发7个

月的工资，其中有6个月应发双倍工资。当然，如果想告赢单位，手中必须有能

证明她入职时间、离职时间和月工资数额的证据。



说法：巧妙取证，老板跑不了

听了朋友的话，林晓涛以家中有事为由提出辞职，还要求徐莉把拖欠的工资

数额打了个欠条。离职后，林晓涛曾试图用协商的方式要回工资，谁知徐莉一直

避而不见。于是林晓涛提起劳动仲裁，要求服装公司补发工资，共计23.4万元。



由于证据充分，劳动仲裁支持了林晓涛的请求。可是裁决书生效后，服装公

司却一直拒绝履行。林晓涛拿着裁决书，向房山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官却发

现，服装公司账面上没有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法官告诉林晓涛，公司的股东只

有徐莉一个人，如果有证据证明徐莉的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是混在一起的，就可

以直接告徐莉，要求她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也就是要求徐莉用私人财产来

补偿拖欠的工资。

经法官提醒，林晓涛想起了和古梅曾经有过的交谈。她联系到了古梅。古梅

表示愿意帮忙，没过几天就把她和徐莉签订的，关于货款打入私人账户的合同，

快递给了林晓涛。林晓涛拿着这份合同，把徐莉告到房山区法院，要求她对公司

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法院认为，这家服装公司属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由徐莉独资。按照法律，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若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其自己的私人财产，就应

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根据林晓涛提交给法庭的合同，可以看出徐莉的私

人财产与公司的财产是混在一起的；徐莉也无法举出公司财产独立于其私人财产

的证据。因此，徐莉理应对公司拖欠的工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公司账面无资

产的情况下，这笔钱应当由徐莉个人支付。法院支持了林晓涛的请求，判决徐莉

支付23.4万元工资。



法官表示，股东只以公司财产为限对外承担责任，没有义务用私人财产来偿

还公司拖欠的债务。但是，公司法也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如果不能

证明公司财产是独立于个人财产，就应当以个人财产来偿还公司债务。这个案子

里，公司的生意往来通过徐莉个人账户走账，明显是没有区分公司财产和个人财

产，因此她需要用个人财产偿还拖欠的工资。（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