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情
3月16日 ， 本报读者宁民致

函本报反映， 他自己1981年8月
参加工作至今一直在北京玻璃集
团公司， 连续工龄26年。 但是，
双方除签订过一次期限为1999年
5月1日至2007年4月30日的劳动
合同外， 未再签订过。

2001年7月至2011年7月， 集
团安排他到下属企业工作， 月实
际收入为1.1万元 。 但单位却不
以该收入为基数为其缴纳社会保
险费用 ， 而是以1200元标准缴
纳。 严重侵害了他的合法权益。

还有一点让他不解： 这么多
年都没有劳动合同了， 最近单位
却找他， 要求补签、 续签书面劳
动合同。 他想知道自己该不该要
求单位按其实际收入足额缴纳社
会保险费， 即五险一金。 其二是
如续签合同， 他要求单位承担补
签劳动合同赔偿责任， 给付12个
月的双倍工资差额， 合不合法？
其三是如果他以单位未签书面劳
动合同、 未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
为由解除劳动合同， 是否可以按
经济补偿标准的2倍要求赔偿金？
如可以， 如何计算？

说法
北京劳动法专家、 中闻律师

事务所沈斌倜律师的答复意见
是： 依法为劳动者参加社会保险
并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是用
人单位的法定义务。 《社会保险
法》 规定： “用人单位未按时足
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由社会保
险费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
补足， 并自欠缴之日起， 按日加
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逾期仍不
缴纳的， 由有关行政部门处欠缴
数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因此， 在劳动者发现用人单位未
足额缴纳社会保险时， 可以去社
会保险行政部门要求用人单位补
缴社会保险费差额。 建议劳动者
到当地社保稽核部门进行核实。

依据 《劳动合同法》 第14条
第2款第1项规定， 劳动者在该用
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 用人
单位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 本争议中， 宁民符合签订无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形， 单位
应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 由于单位一直未这样做， 按
照本法第82条规定， 单位应承担
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二
倍工资责任。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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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2014年
部分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疑难
问题研讨会会议纪要》 的规定，
二倍工资中增加一倍的工资属于
惩罚性赔偿部分， 不属于劳动报
酬， 适用一年的仲裁时效， 据此
实际给付的的二倍工资不超过12
个月。 因此， 宁民可以从主张之
日起往前要12个月的双倍工资差
额。 需要提醒的是， 如果用人单
位和劳动者补签了劳动合同， 且
日期已经覆盖了之前未签订劳动
合同的时间， 则劳动者再主张之
前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
北京地区的劳动仲裁和诉讼机构
很可能不予支持。

《工伤保险条例 》 第17条 ：
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
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 鉴定为职
业病， 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
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 鉴定为职
业病之日起30日内 ， 向统筹地
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
定申请。 遇有特殊情况， 经报社
会保险行政部门同意， 申请时限
可以适当延长。

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
工伤认定申请的， 工伤职工或者
其近亲属、 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
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 鉴定为职
业病之日起1年内， 可以直接向
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
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按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应由省
级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进行工伤认
定的事项， 根据属地原则由用人
单位所在地的设区的市级社会保

险行政部门办理。
用人单位未在本条第一款规

定的时限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
在此期间发生符合本条例规定的
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由该用人单
位负担。

第18条 ： 提出工伤认定申
请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 工
伤认定申请表； （二） 与用人单
位存在劳动关系 （包括事实劳动
关系） 的证明材料； （三） 医疗
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
（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 工伤
认定申请表应当包括事故发生的
时间、 地点、 原因以及职工伤害
程度等基本情况。 工伤认定申请
人提供材料不完整的， 社会保险
行政部门应一次性书面告知工伤
认定申请人需补正的材料。 申请
人按照书面告知要求补正材料
后，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受理。

律师： 除非认定工伤 否则企业无 责任

过度加班致疲劳生病 谁买单?

社保未被足额缴纳
请辞索赔不如投诉

【法律咨询台】
��前不久， 一则 “女白领连续加班一周

感冒后病毒引发心肌炎 心跳骤停” 的新闻引
人关注， 浙江金华35岁的曹女士平日身体不
错， 年底公司忙， 连续加班近一周， 夜10点
多回家， 早6点多又出门。 不久， 她发烧胸
闷， 以为是普通感冒， 两天后竟心脏骤停，
住进重症监护室， 原来是得了心肌炎。 消息
一经曝出， 关于其就医费用单位是否有责任
承担的问题就引起了热议。 为此， 就员工连
续加班， 因疲劳诱发疾病的责任问题， 记者
采访了多位职工和企业管理者， 并就劳动工
伤的问题， 采访了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赵强。

□本报记者 王路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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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声音
过度加班生病
企业应适当担责

“如果可以证明是因为加班
工作， 而造成的突发疾病， 企业
应该负责吧。” 面对记者的提问，
职工刘女士说， 从感情角度， 她
认为企业应该为职工加班造成的
疾病买单。

事实上， 在采访中， 很多职
工都表示， 企业应该负责。 但几
乎没有人知道这种情况是否属于
工伤的范畴， “企业有责” 的观
点也仅仅出于感性的角度。

面对过度加班
无奈用“脚”选择

“加班对于我来说 ， 简直是
家常便饭。” 职工李颖在接受记
着采访时吐槽， 他曾是北京某网
络营销公司业务员， 由于每个月
的网络销售任务很重， 她从每月
中旬就开始坚持每天加班， 直到
月底， 否则很难完成工作任务。

虽然相应的工资会有所增
长， 但长时间的加班还是让李颖
感觉十分吃不消。 不得已， 他辞
去了该工作。 “我辞职后， 也偶
尔听以前的同事说， 那家公司的
职工流动率非常高， 大多都因为
过度加班。” 李颖说， “面对过
度加班， 身为职工的我们可以提
醒企业降低工作任务 ， 如果无
效， 也只有通过辞职， 表达对过
度加班的拒绝了。”

企管人员观点
频繁过度加班
或降低工作效率

“我不主张职工加班，因为加
班不一定就能提高工作效率。 ”邢
璐是北京一家室内设计公司的设
计部主管，手下管理着18名职工。

“要求准时上下班， 是对职
工劳动时间的尊重。” 邢璐认为，
职工非主动地加班， 通常会出现
强烈的怠工情绪， 不利于高效开
展工作。 性格随和的邢璐有着自
己一套独特的管理理念， 她给员
工充分自由的空间， 通过合理的
奖惩制度， 公正的管理办法， 优
美的办公环境等因素， 提高职工
的工作效率。 而实践也证明了这

样做确实达到了较为理想的效
果。 “我手下的设计师， 即便不
加班， 也不会出现迟交方案的情
况。” 邢璐自豪地说。

律师观点
工伤界定应合法
合理维权需理性

对于女白领加班工作一周，
导致心脏骤停一案， 盈科律师事
务所律师赵强认为， 职工在工作
期间突发疾病， 除工伤保险条例
中认定为工伤的情形及职业病
外， 不认为是工伤。 可按照 《企
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
规定》 根据工作年限给予一定医
疗期， 并支付相应的工资。

关于如何认定工伤？ 赵强指
出，《工伤保险条例》 第14条明文
列举了若干情形，包括：在工作时
间和工作场所内， 因工作原因受
到事故伤害的； 工作时间前后在
工作场所内， 从事与工作有关的
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
伤害的；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
内， 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
意外伤害的； 患职业病的……法
律、 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
伤的其他情形。 该法第15条的规
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视同
工伤：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
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
抢救无效死亡的； 在抢险救灾等
维护国家利益、 公共利益活动中
受到伤害的；职工原在军队服役，
因战、因公负伤致残，已取得革命
伤残军人证， 到用人单位后旧伤
复发的。 职工有前款前两项情形
的， 按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享受
工伤保险待遇； 职工有前款第三
项情形的， 按照本条例的有关规
定享受除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以外
的工伤保险待遇。 “法律对于工伤
的认定有着明确的规定， 须符合
法定条件才能申请工伤认定。 ”赵
强律师说。

针对职工过度加班问题， 赵
强表示 ， 根据劳动法律法规规
定： 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
间不超过8小时、 平均每周工作
时间不超过40小时的工时制度。
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 经
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
工作时间， 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
小时； 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
时间的， 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
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

超过3小时， 但是每月不得超过
36小时。 同时， 法律还规定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 延长工作时间不
受本法工作时间延长限制： 发生
自然灾害 、 事故或者因其他原
因， 威胁劳动者生命健康和财产
安全， 需要紧急处理的； 生产设
备、 交通运输线路、 公共设施发
生故障， 影响生产和公众利益，
必须及时抢修的； 法律、 行政法

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用人单位不
得违反本法规定延长劳动者的工
作时间。

如果职工面对企业加班时间
过长， 赵强律师建议， 应当注意
留存企业相关证据， 及时向劳动
监察部门反映， 如企业确系违反
法律规定加班时间过长的， 劳动
监察部门应依据违法情节给予相
应处罚。

或许按现有法律法规规定，
“过度加班导致疲劳进而疾病 ”
情形下除非属工伤或职业病， 企
业的确没有责任。 但编者认为这
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新命题———人
们是否可以期待 “员工一遭遇过
度加班就请假”？ 现实中， 恐怕
这样的员工不多。 既然我们不能
期待 “员工一遭遇过度加班就会
请假”， 那么因过度加班诱发疾
病就不可避免。 既然二者联系如
此紧密， 医疗费却完全由员工个
人买单， 显然有失公允。

回顾 “工伤制度” 入法的历
程， 则上述现象的不公平就更加
明显了。 工伤制度并非和工厂一
同诞生。 因为最初人们认为， 按
照理想状态， 假如工厂都严格依
照生产安全规定去做、 员工也都
按照既定规程操作， 工伤几乎不

会出现。 换句话说， 工伤的发生
总或多或少的与职工的疏忽或者
疲劳等个人因素有关。 既然工伤
的发生更多是由于员工个人原
因 ， 有什么理由要让企业担责
呢？

但后来人们逐渐发现： 期望
员工任何时候都始终如一的保持
高度集中精力的状态是不现实
的， 始终要求一个人高度集中精
力不符合人性。 换句话说， 工伤
的发生是机器化大生产所带来的
必然产物之一， 过多地苛责当事
人自身的懈怠不尽合理。 于是，
工伤制度应运而生。

最后， 编者想说的是， 当某
种危害的发生具有高度盖然性且
不宜苛责当事人的情况下， 建立
相关保障制度是必要的， 损失完
全由个人买单不尽合理。

编者感言：

过度加班致病 员工个人买单真的合理？

———链接： 如何申请工伤认定？ ———

□本报记者 赵新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