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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劳资”是否属劳动关系？

典型案例：
家住北京的消费者姜女士因

为被延庆县环境吸引， 在延庆租
赁了一处平房， 周末过来住。 为
了让家里更安全， 姜女士在延庆
某商店购买了一款电动卷帘门，
没想到在使用过程中卷帘门时好
时坏， 有时升不起来， 有时升到
一半就停止了。 姜女士担心家
中 安 全 ， 于 是 多 次 找 商 家 要
求维修 ， 商家总是推托不管 。
为 此 ， 姜 女 士 只 能 求 助 消 协
帮忙解决。

延庆消协在了解到情况后 ，
多次联系商家 ， 在消协的调解
下， 商家同意免费上门为姜女士
修理好， 保证能正常使用。 消费
者姜女士对调解结果表示满意。

工商提醒：
延庆工商分局在此提示广大

消费者， 在购买电动卷帘门时应
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 在正规商店购买。 由
于电动卷帘门关乎家庭财产安
全， 建议消费者到证照齐全的专
卖店购买， 确保电动卷帘门有保
障。

第二， 提前做好功课。 电动
卷帘门的等级按防破坏时间长
短、 板材厚度等指标进行分级 ，
比如防盗安全级别分为甲乙丙丁
等四级 ， 甲级为最高 ， 依次递
减。

第三， 现场多次试验。 消费
者在购买前还应该现场试用， 实
验电动卷帘门 ， 看升降是否流
畅， 是否有卡顿现象， 再进行购
买。

第四， 留存购物凭证。 消费
者在付款之后， 要留存加盖商家
公章的发票或收据 ， 电动卷帘
门 在 使 用 中 出 现 问 题 时 ， 可
以 及 时 向 商 家 申 请 维 修 。 如
果 消 费 者 遇 到 消 费 纠 纷 无 法
解决时， 可以到就近的工商部门
进行维权。

随着人们对住宿环境的需求
越来越高， 许多大城市的人在周
末到远郊区县居住。 延庆县以其
优 美 的 环 境 ， 清 新 的 空 气 吸
引 了 许 多 人 到 来 。 消 费 者 姜
女 士 因 为 平 房 安 装 的 电 动 卷
帘 门 无 法 正 常 使 用 投 诉 到 消
协 ， 在延庆消协的帮助下， 顺
利解决了问题。

卷帘门无法正常用
消协调解免费维修

马延景

法官： 是否构成劳动关系还要看主体资格

在校生在外兼职 家政人员做服务 承包家属院保洁

在校生与用工单位
能否建立劳动关系

小李是硕士研究生 （全日
制、 在读）， 读书期间小李一直
在某教育培训机构任兼职语文
老师 。 后双方发生纠纷 ， 小李
以教育培训机构未与其签订书面
劳动合同为由提起劳动仲裁、 诉
讼， 要求教育培训机构支付未签
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赔偿。 但
小李主张的 “劳动关系” 先后均
未被仲裁机构及人民法院采信，
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亦未
获得支持。

法官释法
在校学生在外兼职
双方不属劳动关系

劳动者， 即是指在法定就业
年龄范围内， 具备劳动权利能力
和劳动行为能力， 能够独立享受
劳动权利、 履行劳动义务， 接受
用人单位管理， 为用人单位提供
劳动， 从用人单位处获取劳动报
酬的自然人。

众所周知， 法律禁止用人单
位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
那么是否年满16周岁的公民就必
然具有法律上的 “劳动者” 资格
呢？ 答案是否定的。 本案中， 小
李虽年满16周岁， 符合建立劳动
关系的年龄条件， 但小李在教育
培训机构担任语文老师期间同时
具有 “在校学生” 身份， 工作活
动属于脱产学业外的兼职性质。
因此， 在校学生在外兼职、 为完
成学校安排的社会实习、 自行从
事的社会实践活动等， 一般无法
被认定为劳动关系。

员工退休后被返聘
双方是否劳动关系

老林是某企业技术人员， 在
年满六十周岁时办理退休手续并
开始享受养老保险待遇。 此后，

因企业技术改革需要， 老林被返
聘成为技术总监。 此后， 老林以
企业未向其支付平日延时加班工
资、 未安排其职工带薪年休假等
为由提起劳动仲裁、 诉讼， 但均
因双方间不构成劳动关系而未获
得支持。

法官释法
达退休年龄且享社保
双方不成立劳动关系

《劳动合同法》 第44条规定，
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
险待遇的， 劳动合同终止。 同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
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第7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
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
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
用工争议，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的， 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务关系处
理。

本案中， 老林在办理退休手
续并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后接受
“返聘”。因此，在返聘期间，老林
仅能与用工单位建立劳务关系，
而老林主张的加班费及职工带薪
年休假均是劳动者基于 《劳动
法》、《劳动合同法》 所享有的权
益，因此，老林的主张未能得到仲
裁机构及法院的支持。 此种情况
下， 建议退休后被返聘人员与用
工单位订立书面劳务协议，对劳
务报酬的标准、 计算方式等问题
作出明确约定，以避免维权无据。

承包家属院保洁工作
是否能成立劳动关系

刘某经人介绍与某国企后勤
部门订立三年期协议 。 双方约
定， 刘某个人承包该企业家属院
的路面保洁、 垃圾清运工作； 费
用按年计算、 每季度预付年度总
费用的25%； 刘某自行安排工作
时间、 自行配备车辆、 工具， 但
需按照企业的要求保持家属院的
卫生整洁、 垃圾清运及时。 三年

后， 企业未与刘某续签协议。 刘
某提起劳动仲裁、 诉讼， 主张双
方间存在劳动关系并要求企业支
付劳动合同到期终止未续签的经
济补偿金， 但因双方间不构成劳
动关系未获支持。

法官释法
双方达成承揽合同
不能形成劳动关系

依据 《劳动合同法》 的相关
规定， 在劳动关系中， 用人单位
需向劳动者提供劳动保护、 劳动
条件、 职业危害防护， 及时足额
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 劳动者
需遵守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接受
其人事 、 考勤管理 。 而与此相
对 ， 在平等主体间的合同关系
中， 合同双方就彼此间权利义务
可以协商、 约定， 彼此间并不存
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

本案中， 双方所签订的协议
并未在名称上明确为 “劳动合
同” 或 “承包协议”， 然而， 从
双方协议所约定的内容而言， 双
方确认费用按年计算、 刘某自行
安排工作时间、 自行配备车辆、
工具； 刘某的主要义务为确保环
境整洁、 垃圾清运及时。此即，刘
某在进行具体的“保洁工作”时完
全处于灵活、自主状态，并不受企
业管理； 企业仅从结果上要求刘
某确保整洁。 显然双方间的法律
关系并非劳动关系， 而更接近于
《合同法》 第15章中规定的承揽
合同关系， 即承揽人按照定作人
的要求， 以自己的设备、 技术和
劳力， 完成主要工作， 交付工作
成果， 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关
系。 因此， 刘某按照 《劳动法》、
《劳动合同法》 的法律规定主张
劳动合同到期终止未续签的经济
补偿金无法得到法律支持。

劳动者提供家政服务
与雇主是否劳动关系

徐阿姨经私人介绍到王家担

任 “家政服务员”。 双方口头约
定， 徐阿姨需 “工作” 六个月，
每月12 000元， 王家提供工作期
间的食宿， 徐阿姨主要负责产妇
及婴儿的起居、 饮食， “工作”
期间无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 六
个月后 ， 徐阿 姨 向 王 家 提 出 ，
要 求 王 家 支 付 双 休 日 及 法 定
节 假 日 加 班 费 ， 但 未 获 法 律
支持。

法官释法
服务对象若是自然人
双方不构成劳动关系

依照 《劳动法》 《劳动合同
法》 的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的企业、 个体经济组织、
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 国家机
关、 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可以与
个人建立劳动关系。 因此， 从法
律层面上， “自然人” 无法成为
《劳动法 》 意义上的 “用人单
位”。

本案中 ， 徐阿姨提供 “劳
动” 的对象为 “王家” 即自然人
主体 ， 王家并无法成为 《劳动
法 》 上的 “用人单位 ”， 因此 ，
徐阿姨与王家间并非法律意义上
的 “劳动关系 ” ， 徐阿姨依据
《劳动法》 《劳动合同法》 主张
双休日、 法定节假日加班费缺乏
法律依据、 自然无法得到支持。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 劳动关
系的建立应以下列要素的齐备为
要件， 即：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
合法律、 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
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
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 劳动者受
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 从事用人
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 劳动
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
组成部分。 如果不满足相应的法
律要件， 则无法构成法律意义上
的 “劳动关系”， 无法得到劳动
法律法规的保护， 无法享受劳动
法律法规赋予劳动者的诸如带薪
年休假等法定福利。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劳动关系即是指劳动者
与用人单位之间， 在劳动者
提供社会劳动， 实现劳动价
值的过程中形成的继续性的、
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 法律
规定， 当劳动者与单位之间
形成劳动关系时， 其劳动权
益受到 《劳动法》 及 《劳动
合同法》 等劳动法律法规的
保护 。 然而 ， 实际工作中 ，
如何认定劳动关系仍然存在
一些误区。 比如， 在校生兼
职能否与工作单位形成劳动
关系？ 家政服务者与雇主能
否形成劳动关系……为此 ，
海淀法院法官结合具体案例，
谈一下职场中那些似 “是 ”
而 “非” 的 “劳动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