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荐单位：
昌平区总工会
基本案情：

张某于2006年10月入职某公
司做司机 ， 并签订劳动合同至
2007年12月31日。 之后又分别续
签了3年、 5年期合同， 最后一次
合同期限至2015年12月31日。

2013年9月27日 ， 指挥室临
时调动行车路线， 张某所在车组
未服从指挥， 后因此写了检查。
同年10月16日， 公司以张某严重
违反中心规章制度为由与其解除
劳动合同。 张某不服， 向仲裁委
申请仲裁， 请求公司支付解除劳
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处理结果：

张某获得2.3万元解除劳动
合同经济补偿金。

案件评析：

本案庭审时 ， 单位提交了
《事情经过》、 《检查》、 《学习
记录 》、 《签到表 》、 《奖惩条
例》 等证据， 认为张某违反了规
章制度， 所以不同意支付解除劳
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张 某 认 可 《 事 情 经 过 》 、
《检查》 等内容的真实性， 这些
证据显示他存在不服从管理的行
为。 不过， 《劳动合同法》 第43
条规定， 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
合同 ， 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
会。 用人单位应当研究工会的意
见 ， 并将处理结果书面通知工
会。

因张某对 《签到表》 和 《奖
惩条例》 不予认可， 且公司与他
解除劳动合同时未通过工会组
织， 程序不合法， 所以仲裁委认
定公司与张某协商一致解除劳动
合同， 对张某要求支付解除劳动
合同经济补偿金的请求予以支
持。

从理论上说， 劳动者还可以
向工会提出异议， 由工会向单位
提出纠正意见， 但在实践中操作
起来比较困难。

在该案件中， 工会法援律师
经过仔细研究案情， 发现了单位
解除劳动合同未经过工会这一程
序上的瑕疵， 最终使仲裁委采纳
了援助律师的代理意见， 裁决单
位向张某支付经济补偿金， 成功
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未通知工会需付补偿金

推荐单位：
昌平区总工会
基本案情：

杨某于2000年5月入职某公
司， 岗位为保洁员。 2014年3月，
杨某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在办理
离职手续时， 她得知入职后单位
一直未给其缴纳社会保险， 直到
2008年4月才开始缴费 ， 造成她
无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 与单位
多次协商无果后 ， 杨某申请仲
裁 ， 仲裁委作出不予受理通知
书。 工会法援律师帮杨某向法院
提起诉讼， 要求某公司支付2000
年6月至2008年3月未缴纳社会保
险赔偿金共计9930.8元。

处理结果：

杨某诉求获得法院支持， 获
得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一次性生
活补助费共计9930.8元。

案件评析：

本案的特殊性是杨某在达到
退休年龄后才知道单位未为其缴
纳社会保险。

根据2009年6月 《北京市劳
动和社会保障局、 北京市高级人
民法院关于劳动争议案件法律使
用问题研讨会会议纪要》 第36条
的规定， 因用人单位未为农民工
缴纳养老保险费， 农民工在与用
人单位终止劳动关系后要求用人
单位赔偿损失的， 应当自劳动关
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用人
单位应赔偿农民工养老保险损
失， 具体计算方法是 ： 1999年6
月1日至 2002年 12月 31日期间 ，
按19%的比例计算用人单位应缴
费数额； 2003年1月1日之后， 按
20%的比例计算用人单位应缴费
数额。

另外，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
院、 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关于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
研讨会会议纪要 （二）》 第47条
规定， 仲裁委、 法院对于2011年
6月30日前用人单位未为农民工
缴养老险的， 可判决赔偿损失。

由此来看 ， 对于2011年6月
30日前用人单位未给农民工缴纳
社保费的， 无法补缴， 只能通过
赔偿金的方式给予补偿。 而对于
这种赔偿数额， 缴费基数是相应
年度最低工资标准， 而非劳动者
相应年度的劳动报酬。

□本报记者 王香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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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劳动维权十大案例评析
2014年

由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与 《劳动午报》 共同评选的 “2014年北京劳动维权十大案例” 近日出炉。 这十大案例是在
2014年全市各级工会和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受理的近3万件法律援助、 劳动争议调解案件中， 经过推荐、 精心评选出来的。 为了
让广大职工深入了解这些案件， 记者请市总法律服务中心副主任褚军花及安慧敏、 胡芳等律师， 对案件进行了分析点评。

推荐单位：
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基本案情：

1999年1月至2002年4月， 唐
某等三人入职某物业公司， 分别
被安排在不同的小区， 从事设备
维修、 门卫等工作。 入职前， 单
位承诺他们每天工作8个小时 ，
一周工作5天， 节假日正常放假，
包吃住等， 月薪为2000元左右。

上班后才发现， 每天不但要
工作8小时， 领导还会以接班人
员未到岗、 多干多得等借口， 让
他们每天多做二三个小时的工
作。 同时， 他们每个月休息时间
一般不超过4天， 没享受过节假
日 ， 且没加班费 。 2014年4月 ，
唐某等三人向单位提出支付加班
费的要求， 单位拒付。 他们提起
劳动仲裁申请， 工会指派律师为
三位职工提供法律援助。

处理结果：

仲裁委裁决物业公司向唐某
等三人分别支付加班费； 三人继
续在单位工作。

案件评析：

当唐某等三位职工要求单位
支付加班费时， 物业公司称属
于值班而非加班。 并表示值班与
加班不一样， 是不用支付加班费
的， 给一些补贴就行了。

从法律来看， 目前我国并未
对加班与值班进行区别， 劳动法
律规定的也仅是加班， 没有值班
一说。 现实生活中， 值班则非常
流行， 不少单位往往以值班为由
让员工加班， 发生争议后， 劳动
者的诉求很难得到支持。

加班是指劳动者在平时正常
工作时间外， 继续从事自己本职
工作的情况 。 单位安排员工加
班， 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发放
加班工资。 而值班是用人单位为
防火、 防盗或为处理突发事件等
原因， 安排本单位有关人员在夜
间、 休息日、 法定节假日等非工
作时间内从事的非本职工作的活
动， 如接听电话、 看门等， 期间
可以休息。 值班费的发放则是按
照用人单位相应的规章制度、 劳
动合同或惯例等执行。 本案中，
唐某等三位职工加班被单位说成
值班， 最终在工会援助律师的帮
助下， 获得了加班费。

推荐单位：
大兴区总工会
基本案情：

2012年9月 ， 王女士入职某
公司， 岗位是会计兼文员。 单位
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 也未缴纳
社会保险。 2013年10月11日， 王
女士查出怀有身孕 ， 单位知道
后， 在其怀孕5个月时， 要将她
调到收银员的岗位。 因她不同意
调岗， 公司人事部经理虎某便口
头通知将她辞退了。

王女士认为公司与自己解除
劳 动 关 系 违 反 了 《 劳 动 合 同
法 》 ， 便申请劳动仲裁， 要求确
认2012年9月6日至2014年2月17
日期间自己与公司存在劳动关
系、 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
倍工资差额， 并要求继续履行劳
动关系。

处理结果：

仲裁委裁决王女士与公司存
在劳动关系、 单位支付未签订书
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2万元、
公司与王女士继续履行劳动合
同。

案件评析：

在仲裁过程中， 公司否认与
王女士存在劳动关系， 因此王女
士应当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负有
举证责任。 她提交的与公司人事
经理虎某的录音可以证明其入职
时间， 但公司表示单位里没有虎
某这个人， 对录音的真实性及证
明目的不予认可。

然而经仲裁委核查， 公司在
2014年3月10日开具的加盖公司
公章的介绍信， 介绍其单位员工
虎某到仲裁委领取相关材料并在
送达回证上签字， 所以， 仲裁委
认可虎某系公司员工， 并认可其
职位为人事部经理。 同时， 录音
为王女士与虎某谈论关于调岗、
被辞退等内容， 该录音显示王女
士是该公司员工， 故仲裁委采信
了她的主张， 即双方存在劳动关
系。

根据 《劳动合同法 》 的规
定， 女职工在孕期的， 用人单位
不得依照本法第40条、 第41条的
规定解除劳动合同， 而公司与王
女士解除劳动合同有悖此条款，
因此， 仲裁委裁决公司与王女士
继续履行劳动关系。

推荐单位：
房山区总工会
基本案情：

2014年3月2日， 宋某入职某
建材厂， 签订劳动合同至2015年
3月2日。 3月18日， 宋某工作时
受伤， 后认定为工伤， 经鉴定为
九级伤残。 9月2日， 双方解除劳
动关系。

宋某多次与建材厂协商工伤
补偿事宜， 未达成一致意见， 随
后向工会申请法律援助。 工会指
派律师帮他维权， 向劳动仲裁委
申请仲裁， 要求单位支付工伤待
遇。

处理结果：

经调解， 建材厂向宋某支付
一次性伤残医疗补助金、 一次性
伤残就业补助金、 停工留薪期间
工资共计9万元。

案件评析：

本案的难点是如何确定停工
留薪期的待遇。 停工留薪期是指
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
职业病， 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
医疗， 并依法享受原工资福利待
遇的期间。 《工伤保险条例》 第
33条第一款规定， 职工因工作遭
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 需要
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的， 在停
工留薪期内， 原工资福利待遇不
变， 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

本案中， 职工宋某在2014年
3月18日因工受伤， 当日至5月30
日期间住院治疗， 8月18日医疗
终结时伤情痊愈， 由此可以确定
其停工留薪期工资3万元。 由于
宋某是3月2日才入职的， 刚上班
十来天就发生工伤， 建材厂不但
要支付医疗费及停工留薪期的工
资， 着实觉得吃亏。

法律关于停工留薪期的规
定， 旨在保障工伤职工接受工伤
医疗， 恢复身体健康和劳动能力
的权利。 但在实践中， 用人单位
与工伤职工基于自身利益考虑，
经常无法就停工留薪期的长短、
待遇多少达成一致意见， 职工申
请维权后， 劳动仲裁委或者法院
会根据工伤职工受伤的部位和程
度， 结合工伤医疗服务机构出具
的诊断证明或医事证明书， 酌情
认定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 但一
般不超过1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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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职工加班变值班
工会援手获得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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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辞退孕期女工
赔偿还要履行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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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入职半月出工伤
也享停工留薪待遇

未给农民工缴社保
单位被判赔偿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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