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个月前， 一家商场内的自
动扶梯出现故障后， 商场考虑到
从厂家请人前来修理， 不仅耗时
且会影响经营， 加之修理费用较
高 ， 遂让曾经帮人修过自动扶
梯， 但没有经过专项培训、 缺乏
专业维修资质的肖某修理。 也正
是因为能力有限、 技术不过硬，
肖某并未将自动扶梯彻底修理
好。 而邹女士在乘坐自动扶梯购
物时， 被夹住右腿， 并导致粉碎
性骨折。 近日， 面对邹女士索要
8万余元医疗费用、 误工费、 护
理费、 交通费等， 商场以事故完
全源于肖某修理不当为由， 让邹
女士去找肖某索赔。 请问： 商场
真的无需担责吗？

说法：
商场照样必须承担赔偿责

任。
首先， 商场与肖某的行为违

法。 《关于加强电梯管理的暂行
规定实施细则》 第12条中规定：
“电梯维修是保证电梯长期安全
正常运行的重要环节， 也是电梯
生产企业售后服务的主要内容。
所有电梯使用单位必须与其电梯
生产企业或被委托代理企业签订
维修合同。” “使用单位自行维
修保养电梯必须得到电梯生产企
业的委托代理。” 也就是说， 商
场在自动扶梯出现故障后， 只能
将之交由生产企业或生产企业委
托代理的企业维修。 其明知肖某
没有经过专项培训、 缺乏专业维
修资质， 却为了一己之私交由肖
某修理， 不仅明显与之相违， 且
由于对可能出现的风险、 隐患及
其危害后果应当预见却因疏忽大
意而没有预见， 或者是已经预见
但轻信可以避免， 意味着具有主
观上的过错， 即违反了自身的安
全保障义务。 同样， 肖某没有资
格和资质而接活， 也是对上述规
定的违反。

其次， 邹女士具有索赔的选
择权。 《侵权责任法》 第8条规
定： “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
为， 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当承担
连带责任。” 《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 第49条也指出： “经营者提
供 商 品 或 者 服 务 ， 造 成 消 费
者或者其他受害人人身伤害的，
应当赔偿医疗费、 护理费、 交通
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
用 ， 以 及 因 误 工 减 少 的 收 入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 第6条则进一步明
确： “从事住宿、 餐饮、 娱乐等
经 营 活 动 或 者 其 他 社 会 活 动
的 自 然人 、 法人 、 其他组织 ，
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
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 赔
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
任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故
在商场违反自身的安全保障义
务、 邹女士的损害与商场及肖某
密不可分的情况下， 邹女士既有
权选择商场或肖某中的一个赔偿
全部损失， 也可以要求他们共同
担责。

颜东岳

雇无资质人员修扶梯
发生损害商家难逃责

【法律咨询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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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博雅

在企业的管理中， 要是员工
犯错了， 依据用人单位规章制度
批评和惩罚是应该的。 但是， 惩
罚并不是越严厉越好。 过度严厉
的惩罚不光会挫伤员工的工作积
极性， 而且很可能导致人才的流
失。 但现实生活中偏偏有用人单
位， 对员工一次违纪行为进行反
复处理， 用人单位的做法不仅职
工无法接受， 也会给自身带来相
关的法律风险。 近日在北京一家
家居公司上班的导购员陈女士就
遇到了这样的烦心事儿， 她说：
“因为自己的工作失误， 让公司
声誉受到影响， 但没想到自己却
是因为一次错误， 而要承受两次
惩罚， 现在还被单位解除了劳动
合同， 有点想不通。”

员工：
一次疏忽卖错沙发
先遭罚款又被除名

2014年7月 ， 陈女士通过应
聘进入北京某家居饰品公司工
作， 双方签订了为期两年的劳动
合同， 约定陈女士的岗位为商场
导购员。 2014年11月5日 ， 在向
顾客销售商品的过程中， 因为陈
女士对业务还不是十分熟悉， 记
错了货号， 将价值8000多的一套
沙发按照12000元的价格卖给了
顾客。 一周后， 顾客发现问题找
到了家居公司。 11月20日， 家居
公司按照员工手册中的相关规
定， 认为陈女士的行为属于严重

失职行为， 给公司的声誉造成了
不良影响， 于是作出了对陈女士
罚款1000元的决定， 罚款在当月
的工资发放中进行了扣除。

对此， 陈女士认为自己工作
上的失误， 不仅被罚款了也向顾
客赔礼道歉了， 这事儿就此结束
了 。 但没想到的是 ， 今年5月 ，
公司再次旧事重提， 并以此为理
由， 向陈女士发出了解除劳动合
同的通知 。 面对陈女士的不理
解 ， 公司人事部门给出的说法
是 ， 之前陈女士的过错比较严
重， 但公司只是按照规定象征性
地对其罚款， 但结合这半年多的
工作情况看， 陈女士的表现远远
不如刚来工作时的表现， 每月的
销售额也都比较低， 所以公司认
为之前对她的处罚过于轻， 让公
司的利益受到损害， 于是此次作
出了和她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

“单位这样做合理吗 ？ 难道
我要为一次错误买两次单吗 ？”
对法律不大懂的陈女士怎么也想
不通， 于是向劳动人事争议调解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要求该家
居公司继续履行和她的劳动合
同。

仲裁：
一次错两次罚不合理
单位被裁撤销辞退令

陈女士的要求能得到仲裁的
支持吗？ 采访中， 陈女士再三表
示， 法律上自己说不出来， 但从

情理上来说， 对于那次工作失误
自己已经受到处罚了， 就像小孩
犯错误一样， 错了打了一次， 可
不能过一段时间再想起这事， 觉
得打得不狠， 再把小孩拉过来打
一顿吧？ 所以， 她认为这都是同
样的道理， 尽管在公司的规章制
度中， 对于工作有严重失误的公
司可以有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
但是既然当初已经罚款了， 如今
再说解除劳动合同， 总是让人有
点想不通。 说到销售额， 陈女士
认为， 这不是她一个人的问题，
现在家居行业都不太景气， 哪家
销售业绩都差不多， 只不过是公
司想找个借口辞人吧？

而家居公司则依然坚持认
为， 陈女士自从上次被处罚后，
工作一直非常消极， 在同事中也
散布过不满。 所以， 这次公司撤
销了原先给陈女士机会的决定，
做出了开除决定， 公司认为， 他
们的处理在事实和制度上均是有
相应依据的。

那么， 对于陈女士因同一个
违纪行为而被单位重复进行处理
的遭遇， 究竟有否法律依据呢？
仲裁委经审理认为， 根据 《劳动
合同法》 的规定， 严重违反用人
单位的规章制度的， 用人单位可
以解除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虽然
可以根据规章制度对陈女士的违
纪行为进行处罚， 但对于一个违
纪行为只能进行一次处罚， 用人
单位对陈女士的违纪事件已经进
行了罚款的处理， 也就意味着陈
女士已经为其行为承担了相应的
责任。 用人单位不能够再次重复
地处罚加重劳动者所承担的责
任。 因此， 裁决撤销用人单位对
陈女士的辞退处理。

点评：
单位重复处罚欠妥
员工有权依法维权

惩罚只是手段， 教育才是目
的。 在行政处罚中，存在“一事不
再罚” 的原则， 在民事案件处理
中，也存在“一事不再理”的原则。
对此， 北京中视律师事务所主任
李玉祥律师认为，虽然《劳动合同
法》 中明确规定了用人单位也可
以根据规章制度对劳动者的违纪
行为进行相应处罚， 若劳动者严
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
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但
是一旦用人单位做出了处罚，也
就意味着劳动者已经为其违纪行
为承担了相应的责任。

在本案中， 家居公司的规章
制度已明确了处罚方式， 在陈女
士接受处罚后， 说明她的工作失
误已得到处理， 现在家居公司不
应再以此为由和她解除劳动合
同。 正像陈女士理解的那样， 家
居公司针对员工同一错误处罚两
次是不妥当的。

李玉祥分析认为， 如果公司
要加重处罚， 必须要证明职工有
新的违纪行为发生， 若还是翻老
账说错误为理由重复处罚， 就是
非常不合适的， 也不符合法律的
相关规定。因此，对劳动者同一违
纪违法违约行为， 用人单位对其
只能进行一次处理， 不得重复处
理， 更不能在对劳动者进行一次
罚款处罚后又以同一事实和理由
再来一次解除劳动关系的处理。
否则， 如果允许用人单位拥有过
度处罚的权利， 不仅对职工不公
平，也将让自身陷入风险。

员工卖错沙发被罚款后又遭解职

一次错误两次罚
单位被告输官司

养育儿子数十载， 一纸亲子
鉴定却告知孩子并非亲生。 当事
人黄先生将前妻蓝女士和孩子生
父梅先生告上法庭， 要求两人共
同承担其经济支出与精神损害赔
偿共计130余万元。 近日， 法院
作出一审判决： 黄先生前妻蓝女
士赔偿黄先生孩子抚养费、 精神
损害抚慰金等38万余元， 梅先生
赔偿黄先生孩子抚养费、 精神损
害抚慰金等24万余元。

案情
黄先生与蓝女士于上世纪70

年代结婚， 婚后育有一子， 两人

共同将其抚养成人， 期间花费不
少心血。 不久前， 黄先生通过亲
子鉴定得知孩子非其亲生， 于是
与蓝女士协议离婚。

原来， 孩子的亲生父亲竟然
是梅先生。 蓝女士与梅先生自小
相 识 、 感 情 甚 密 ， 却 未 能 结
为连理。 身心受到极大伤害的黄
先生， 将两人告上法庭， 要求共
同赔偿其为孩子支付的抚养费、
教育费以及精神抚慰金共计130
余万元。 经过审理， 合议庭酌定
蓝女士、 梅先生赔偿黄先生抚养
费、 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62万余
元。

说法
本案涉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

首先， 对养育他人子女后向孩子
生父生母追索抚养费应如何计
算？

笔者认为， 不直接抚养非婚
生子女的生父或生母， 应当负担
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 直至子
女能独立生活为止。 其中 “不能
独立生活的子女”， 是指尚在校
接受高中及其以下学历教育， 或
者丧失或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等
非主观原因而无法维持正常生活
的成年子女。 “抚养费”， 包括

子女生活费、 教育费、 医疗费等
费用。 结合本案实际， 应以孩子
成年当年度城市家庭人均消费性
年支出为标准计算的基础上， 再
酌情予以确定。

其次， 在何条件下可申请精
神损害抚慰金？

笔者认为： 夫妻之间负有忠
实义务，应当互相尊重。本案中蓝
女士与梅先生的行为所导致的后
果已经使黄先生的精神遭受相当
大的损害， 受害方可以此申请精
神损害抚慰金， 该金额可依据侵
权人的过错程度、 侵权行为造成
的后果等由法院酌情予以确定。

养儿数十载方知非亲生 男子获赔62万 □朱春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