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情】
A公司与B公司有多年合作

关系， 2003年3月， B公司因设备
查修， 请A公司技术人员帮助维
修。 双方约定， 将A公司技术员
田原暂时借用给B公司， 借用期
为6个月， 工资由B公司支付。

同年9月10日 ， 田原在维修
设备时发生工伤事故， 被齿轮挤
伤右手， 造成右手粉碎性骨折，
经医院检查治疗 ， 右手感染坏
死， 腕关节截肢。 2004年1月出
院后， 田原找B公司支付治疗的
费用和其他伤残待遇， B公司答
复称， 田原借用协议中只规定借
用期间支付工资， 没有约定工伤
保险事项， 伤残费用应由原单位
支付。 田原又找到A公司 ， A公

司称田原是因从事棉织厂生产工
作受伤， 应由B公司承担工伤保
险责任， 并支付其工伤待遇。

由于B公司和A公司互相推
诿， 田原于2004年2月18日自行
向劳动保障局提出了工伤认定申
请， 要求由B公司和A公司共同
承担其工伤赔偿。

【说法】
《工伤保险条例》实施之前的

《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中
曾规定职工被借调或者聘用期间
发生工伤事故的， 由借调或者聘
用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但《工
伤保险条例》对此进行了修改，规
定职工被借调期间受到工伤事故
伤害的， 由原用人单位承担工伤
保险责任， 但原用人单位与借调

单位可以约定补偿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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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明确规定， 单位指派到
其他单位工作的职工因工伤亡
的， 指派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
任的单位。

因此， 无论是 《工伤保险条
例》， 还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
解释， 都规定由原用人单位承担
工伤保险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 最高人民法
院在上述司法解释中 ， 未使用
“借调” 的概念。 在司法实践中，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实际管理单
位会出现分离的现象。 例如， 在
软件行业大量存在的 “劳务外
包”， 许多在知名IT企业里办公
的员工， 实际并不是该企业的员

工 ， 而是一些中小 IT企业的员
工， 这些中小企业承接一些大企
业发包的业务， 指派员工到发包
方现场办公， 这些劳动者接受用
人单位和发包方的双重管理。

上述劳务外包， 显然与传统
的借调是不同的。 最高人民法院
的司法解释， 扩大了对劳动者的
保护范围， 只要两家单位之间存
在指派员工的行为， 就适用上述
司法解释。

在司法实践中， 有的单位在
员工离职后， 由于种种原因， 仍
然为员工缴纳社保。 将来一旦发
生争议， 究竟是代缴社保， 还是
借调， 亦或是其他法律关系， 都
需要由用人单位来证明。 而用人
单位一旦举证不能， 将面临很大
的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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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找同事换签合同
离职索双薪被判败诉
法官： 企业最好及时核实劳动合同真实性 □吕展 钟小欣 李春宏

员工在借调时受伤 指派单位承担工伤责任 □赵恒 王丽娟

我曾为A公司员工， 双方于
2009年9月1日签订劳动合同，
2013年1月4日， 因单位未缴社
保， 我口头提出辞职， 未获A公
司批准 （劳动合同约定我应提前
30日书面提出申请）。 但我自
2013年2月5日起即不到A公司工
作， 既未请病事假， 也未书写辞
职报告正式提出辞职。 随后， 我
与公司进行了交接盘点， 并于
2013年3月20日到A公司领取了
2013年1月的奖金， 并表示不书
写辞职报告。 期间， 2013年1月
31日， 我们双方进行了工作交接
盘点并由领导签字确认。

听说在公司未给员工缴纳社
会保险费的情况下， 法律规定员
工有权辞职， 且有权索要经济补
偿金。 请问， 我有权索要经济补
偿金吗？

职工 张女士

职工问：

律师答：

北京市律师协会合同法专委
会委员 马颖秋

《社会保险法 》 及 《劳动合
同法》 均明确规定了用人单位为
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 单
位未给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的，
应支付经济补偿金。

本案中， A公司认可你曾在
2013年1月4日向其公司提出辞职
申请， 双方于2013年1月31日办
理交接盘点。 A公司在事先得知
你的辞职申请的情况下与你办理
工作交接， 表明你的辞职已获A
公司同意。 此后， 你不再具备继
续在A公司工作的劳动条件， 也
无需承担向A公司提供劳动的义
务， A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对双方
劳动关系的解除原因未能尽到相
应的举证责任， 应承担不利的法
律后果。

综上， A公司未为你缴纳社
会保险， 你以此为由主张解除劳
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符合用人单
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解除劳动关
系经济补偿金的法定情形， A公
司应当向你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
经济补偿金。

单位未依法缴社保
员工离职可索补偿

因单位未缴社保辞职
能要经济补偿金吗？

■员工离职声称单位未签劳动合同 索赔经济补偿金
■单位称员工和同事交换签字耍诈 要求做笔迹鉴定
■员工拒绝笔迹鉴定被判定输官司 相应诉求被驳回

某家具公司员工石某自行离
职后， 声称公司没有跟他签订劳
动合同， 索赔未签合同的双倍工
资及未付工资等共1.7万元 。 公
司举证证明石某系跟同事交换签
订合同， 要求作笔迹鉴定。 但石
某拒绝鉴定。 法院日前审结这样
一起蹊跷的劳动争议案。 法院经
审理认为， 石某存在与他人交换
签合同的不诚实行为， 判决家具
公司支付石某工资差额和高温补
贴共计2200多元， 驳回了石某关
于索赔双倍工资的诉讼请求。

案情回顾
员工称单位没签劳动合同
公司称员工与同事换签字

2013年5月 ， 贵州男子石某
入职该家具公司。 同年7月， 石
某离开岗位。 公司称， 石某经该
公司通知 ， 才返厂补办离职手
续， 并签字领取了工资。 2014年
1月， 石某申请劳动仲裁， 称该
公司并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 也

未支付足额工资和加班费， 要求
公司支付双倍工资及加班费共计
2.6万多元。

不久， 仲裁部门裁决确认双
方的劳动关系已解除， 公司应支
付石某工资差额、 加班费、 高温
津贴合计共3000多元。 双方均不
服仲裁结果， 遂先后向法院提起
诉讼 。 这回石某向公司索赔1.7
万多元。 公司则认为无须支付。

案件审理过程中， 家具公司
提交了劳动合同签收公示表、 双
方签订的劳动合同， 证明双方确
实签订了劳动合同。

石某称， 所谓其名下的劳动
合同并非自己签名， 申请对该合
同签名进行笔迹鉴定。 家具公司
确认该劳动合同中的签名非石某
所签， 但辩称系石某与同时入职
的同事黄某交换了劳动合同签
名。 对此主张， 公司申请了另四
名员工作为证人作证 。 公司要
求， 对黄某的劳动合同签名进行
笔迹鉴定 ， 确认是否为石某所
签。

法院判决
员工拒做笔迹鉴定
换签名事实被认定

法院向石某释明， 因公司主
张石某与同事黄某相互交换劳动
合同替对方签名， 且该主张有证
人作证， 如石某拒绝对黄某的劳
动合同签名进行笔迹鉴定， 法院
将依法推定公司的主张成立， 认
定石某与黄某交换劳动合同替对
方签名的事实。 石某表示对此后
果清楚， 但仍拒绝做笔迹鉴定。

法院经审理认为， 法院已向
石某释明拒绝鉴定的后果， 石某
仍表示拒绝配合鉴定， 因公司主
张石某与同事黄某交换劳动合同
替对方签名的陈述与证人陈述相
符， 故法院依法推定公司的主张
成立。 即认定公司已在石某入职
一个月内提供劳动合同给其签
订， 石某未在该劳动合同上亲笔
签名的过错不在于公司， 且石某
与他人交换劳动合同签名的行为

实为不诚信之举， 则公司无需向
其支付未签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
工资差额。 公司提交的通知、 快
递回执、 薪资代领单、 内部联络
单等系列证据可证明石某系自行
离职， 公司无需向其支付经济补
偿金。 法院遂判令公司应支付石
某高温津贴及工资差额共2200多
元， 驳回了石某的其他诉求。

法官建议
企业应核实合同真实性

《劳动合同法》 第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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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付两倍的工资， 目的在于杜绝
企业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
行为， 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但极少数劳动者却利用该法故意
不签或不亲笔签订劳动合同而向
企业索赔。 建议企业与员工签订
劳动合同时， 应安排专人核实签
名情况， 减少用人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