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骑车过斑马线被撞伤
未下车推行自担两成
案件

编辑同志：
前不久， 杨女士骑自行车横

穿斑马线时 ， 突遇郭某驾车而
来 ， 因双方避让不及 ， 郭某的
小车与杨女士的自行车左侧相
碰 ， 造成两车损坏 、 杨女士身
体局部受伤的交通事故 。 经交
警部门认定 ， 郭某承担事故主
要责任 ， 杨女士负事故次要责
任。

由于经多次协商， 双方就赔
偿问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 杨
女士只好提起了诉讼 。 法院于
近日判决让郭某赔偿 80%的损
失， 而杨女士自负20%。 可杨女
士只是骑自行车并非驾驶机动
车 ， 经过的恰恰又是供行人和
自行车等非机动车横向穿行的
斑马线 ， 即杨女士并没有走错
路线 ， 交警部门却认定杨女士
需要承担事故发生的次要责任，
而法院也让杨女士自担部分损
失， 合法吗？

说法
交警部门的认定和法院的判

决并无不当。
首先， 杨女士在斑马线上骑

行自行车当属违法 。 《道路交
通安全法》 第57条规定， 驾驶非
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应当遵守
有关交通安全的规定 。 《道路
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 第70条
第一款则已进一步指出 ， 驾驶
自行车 、 电动自行车 、 三轮车
在路段上横过机动车道 ， 应当
下车推行 ， 有人行横道或者行
人过街设施的 ， 应当从人行横
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通过 ； 没
有人行横道 、 没有行人过街设
施或者不便使用行人过街设施
的 ， 在确认安全后直行通过 。
也就是说 ， 杨女士在斑马线处
横过马路时 ， 继续骑行而没有
下车推行， 明显与之相违。

其次， 杨女士对损害的发生
具有过错 。 过错包括故意和过
失两种 。 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
行为会造成损害结果 ， 却仍然
希望或者放任该损害结果的发
生 。 过失是指对损害结果的发
生应当预见但因疏忽大意而没
有预见 ， 或者是已经预见却轻
信可以避免 ， 以至于酿成损害
结果 。 与之对应 ， 虽然杨女士
不想造成交通事故乃至酿成人
身和财产损害 ， 但这只能表明
杨女士没有对应的故意 ， 而不
能排除杨女士具有主观上的过
失 。 因为杨女士应当预见自己
的违章行为 ， 可能酿成交通事
故却未能严守法律规定 ， 即杨
女士当时对损害的发生存在疏
忽大意或者轻信可以避免的心
态。

再者， 杨女士必须自担部分
损失。 因为 《民法通则》 第131
条规定 ， 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
生也有过错的 ， 可以减轻侵害
人的民事责任。 《侵权责任法》
第26条也指出， 被侵权人对损害
的发生也有过错的 ， 可以减轻
侵权人的责任 。 也即 ， 在杨女
士和郭某都存在过错的情况下，
必须按照过错的大小来分担损
失， 而不能忽视杨女士的过错，
将损失归咎于郭某一人来承担。

辞退18年工龄老员工拒给补偿

【法律咨询台】

□本报记者 赵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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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维修部干了整整18年。 在这里， 我把老板薛红
当成亲人敬着， 日日夜夜盼着他的生意好起来。” 3月20日，
李一告诉记者， “自己没想到老板会那么绝情， 否认双方
存在劳动关系， 将我扫地出门后不给一分钱经济补偿。 要
不是律师无私援助， 我只能哑巴吃黄连了。”

李一与热水器安装维修部的用工关系最不像规范地劳动
关系。 因为在此工作的人往往都独立作业、 人员流动性大、
干活儿拿提成、 工资又即时结算……所以， 他们与维修部
之间的关系， 从表面看似乎合作成分更多一点， 说是承揽
关系也差不多。 但李一真的得不到 《劳动法》 的保护吗？

连续工作18年
遭无理驱赶未获赔偿

不善言辞， 更不会与人闹矛
盾的李一是安徽人 。 因为家里
穷， 他1996年来到北京打工， 想
赚些钱贴补家用。

“当时 ， 还比较年轻 ， 愿意
学点技术。” 他说， “薛红也是
一个人创业， 正需要帮手。 我什
么也没说， 就跟着他干， 并从心
底里期盼他快些好起来， 生意越
红火越好。”

“那个时候 ， 你们不是合伙
做生意？” 记者问。

“不是 。 我一没技术 ， 二没
资金 ， 没法谈合伙做生意这回
事 。 实际上 ， 就是跟着老板打
工。” 李一说， “不过， 他那时
还称不上老板。 我们的关系是他
找活儿， 我去干。”

“就这么一直干下来了？” 记
者问。

“到2013年6月12日， 我整整
18年 未 离 开 这 里 。 ” 李 一 说 ，
“不过， 老板的状况倒是发生了
不小变化。”

“2001年1月， 薛红正式注册
成立了维修部， 主要为万家乐燃
气热水器提供维修安装服务 。”
李一说， “我的岗位是维修工，
老板口头答应每月给我保底工资
300元。”

“还有其他收入吗 ？ ” 记者
问。

“工资外是按工作量完成情
况， 每完成一单提成3元钱。” 李
一说， “2007年后不再发保底工
资了。 老板按维修零件金额， 支
付10%的工资。”

“这样的收入比以前高吗 ？
《劳动合同法》 2008年实施之后
签订劳动合同没有？” 记者问。

“从来没签订过劳动合同 。
干了这么多年活儿， 我没挣到什
么钱 。” 李一说 ， “这些年间 ，
我父亲去世了， 老母亲今年已80
多岁 ， 还得由我来照顾 。 因为
穷， 工资又不多， 我今年40多岁
了连个老婆都讨不到 。 直到现
在， 还没成家。”

“你给老板干这么多年活儿，

表现又不错， 为什么突然不要你
了？” 记者问。

“原因不好说， 可能是嫌我
年龄大了。 干这种活儿， 人员来
的来， 走的走， 很正常。” 李一
说， “我能坚持这么长时间， 一
是我人实， 干活踏实。 二是我也
没地方去， 就会干这个。 另外，
还觉得跟老板时间长了， 比较熟
悉， 好相处。”

“但是， 我实在不知道怎么
了， 他说不用我就要我走， 甭说
一分钱赔偿没有， 就连一句客气
的话都没说。” 李一说。

讨说法没证据
庭审未签名判决已下

“听说你打官司、 讨说法非
常不顺利， 都遇到了哪些难题？”
记者问。

“难题多了。” 李一说， “以
前， 我也不知道老板总是给现金
是什么意思， 原来打官司时可以
不留证据。”

“你看 ， 要证明劳动关系 ，
我没有劳动合同 。 想找个社保
费、 考勤表吧， 也没有。” 李一
说， “这些年来， 我每天上午8
点上班， 然后由老板统一安排到
用户家里上门服务。 近20年了，
我还没有休息过双休日。 你猜老
板咋说， 这些日子是用户在家的
时候， 也是活儿最多的时候， 不
能休息。”

“可老板光知道叫我们干活，
从来没给任何人上社会保险 。
2004年， 还以加强管理的名义，
要求每个员工交纳1000元押金。”
李一说。

“以前维修部走那么多人 ，
有没有人向老板要求保险等待
遇？” 记者问。

“我了解的情况是 ， 没有 。
因为， 他们都没干多长时间， 说
走就走了， 跟我不一样。” 李一
说 ， “我开始遇到这事时也蒙
了。 老板不给赔偿的做法， 我觉
得不对， 但不知道是什么理由，
更不知道到哪里、 找谁去说理。”

“申请劳动仲裁， 也是听人
介绍后懵懵懂懂进行的。 不过，
我认准一个理儿， 在这儿干了这

么多年， 老板不管怎么着都得给
个说法， 给点经济补偿！” 李一
说。

“仲裁结果怎样？” 记者问。
“你看， 是这么写的。” 李一

递给记者一份裁决书， 上写， 维
修部在有了维修任务后通知申请
人， 申请人再以维修部名义向客
户提供服务后当天结算报酬， 本
委认为申请人以自己的技能为维
修部提供服务， 双方不属于劳动
法意义上的劳动关系。 由此， 驳
回了他的全部申请。

“你不服裁决， 又起诉了？”
记者问。

“是， 起诉了。 但是， 在庭
审当天， 我还未在庭审笔录签完
字， 判决书就打印出来了， 未支
持 我 的 任 何 主 张 。 ” 李 一 说 ，
“看着这连头带尾薄薄的3页纸判
决， 我委屈得直想哭！”

锁定五大难点
律师艰难取证案件转机

“看到一审法院的判决， 李
一已经不抱希望了。 您是怎么有
信心， 继续为他提供援助， 并最
终找到突破点的？” 记者问。

“事实终归是事实， 它不会
因某些人刻意隐瞒或视而不见而
消失。” 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
助与研究中心于帆律师说， “打
官司打的是证据， 李一没证据只
能说他提交不出证据， 并非真的
没有证据。 这个时候， 专业人士
的帮助就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

“别人有证据不提供， 当事
人也没有办法呀！ 这个案子难就
难在这一点上， 您是如何做的？”
记者问。

“接到他的案子后， 我们认
为它有五个难点。” 于帆说， 这
些难点一是李一长期从事热水器
安装维修工作， 但不直接受万家
乐管理。 二是没有劳动合同证明
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三是他的工
资系日结算， 且按零件提成， 很
容易与即时结算的雇佣关系混
同。 四是工资支付方式是现金，
无法证明收入情况。 五是维修部
工人数量少， 容易被误解成系老
板个人雇佣。 因这些工人流动性

大 ， 想让证人出庭作证十分困
难。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让李
一找出他参加维修部培训的培训
表、 培训合格证和每次上门服务
的维修单。 此外， 还有万家乐产
品外包服务收费标准单、 零配件
常用价格表等。 这些材料上面，
盖有万家乐和维修部的公章， 可
以说明很多问题。” 于帆说。

真诚感动第三方
双方劳动关系得到证明

“有了上述证据还不够？” 记
者问。

“是的。 不过， 李一以前有
官司虽然输了， 但他打官司的过
程对现在也很有帮助。” 于帆说，
前面的官司可以证实， 李一虽然
是给万家乐产品提供安装维修服
务， 但万家乐已明确他是维修部
的人， 这一点上述证据可以得到
证明。 另外， 虽然没有证人， 但
李一在单位工作的事实仲裁中维
修部没有否认， 它仅仅是否认与
李一没有劳动关系， 认为自己不
该承担责任。

“听说万家乐给您出了个很
有用的证明 ， 它怎么会这样做
呢？” 记者问。

“这 就 靠 耐 心 和 办 案 方 式
了 。” 于帆说 ， 在一次次上门 、
打电话、 讲当事人的困难之后，
他们终于给出一份维修企业与其
签订服务合同时必须提交的 《已
签劳动合同证明》。 据此， 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民事诉讼证
据的若干规定 》 第 2、 第6条规
定， 可以提请法院， 由法院要求
维修部提供相应的劳动合同。

“以此为突破， 一举攻下了
难点， 让李一获得了赔偿？” 记
者问。

“是的。 尽管以后的过程还
有一些曲折， 但走的路子基本上
是按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 重
审后确认劳动关系， 因系违法解
除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 目前，
李一已经按其工龄领取了经济赔
偿和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
等。” 于帆说。

颜梅生

隐隐匿匿合合同同被被揭揭穿穿
维维修修部部败败诉诉付付款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