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承包经营系内部行为
快递员维权需找对“东家”
【案情简介】

2013年4月，郑某经站长李某
招聘到某快递公司 （以下简称快
递公司）朝阳7站工作，担任快递
员，每月平均工资6000元，由站长
李某以现金形式发放。工作时，郑
某所用手机登记用户为快递公
司， 手机所用套餐是快递公司办
理的集团套餐业务， 每月由快递
公司支付费用。 郑某工作时穿着
的工作服及驾驶的快递车辆上均
印有快递公司名称。 郑某在某快
递公司朝阳7站工作至2015年2月
13日。 郑某向昌平区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院提出仲裁申请， 要求确
认劳动关系并支付经济赔偿金、
带薪年休假工资等各项费用。仲
裁委裁决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
系，并支持了郑某的部分请求。快
递公司不服诉至法院， 主张郑某
与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 不支付
郑某2014年11月1日至2015年2月
13日期间的工资18000元和2014
年未休年假工资2758元。

【裁判结果】
昌平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快

递公司与站长李某签订 《责任经
营协议》是内部承包行为，快递公
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已将承包事宜
告知郑某等员工， 郑某也表示并
不知晓承包事宜，因此，快递公司
应对郑某承担相应的用工责任。

另外， 郑某使用的手机号码
是快递公司办理， 登记使用者也
为快递公司， 费用由快递公司支
付，快递公司提交的《责任经营协
议》 也显示快递公司曾对快递员
提供培训， 培训内容包括规章制
度， 并要求按照某快递公司标准
提供快递投递服务 。 综上所述 ，
快递公司在郑某提供劳动过程中
对其进行了用工管理， 法院判决
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法官提示】
劳动者在从事快递行业时 ，

应当找准“东家”。一些快递公司
采用交由个人承包经营的模式，
致使快递员找不到有权签订合同
的“甲方”。对此，劳动者应尽量与
快递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在日常
工作中强化证据意识， 注意对制
服、快递车辆、通讯工具、加班时
间、 日常培训材料等与工作相关
材料的保管。

快递公司应树立依法用工意
识， 加强内部管理， 规范用工标
准， 明确公司招聘与个人承包经
营之分。 对于由公司招聘的劳动
者， 公司应主动与劳动者签订劳
动合同，按时缴纳社会保险，避免
在法院确认劳动关系后需要支付
未签订劳动合同所多支出的双倍
工资及其他补偿。 对于由个人雇
佣的快递员， 在维权时适用民事
法律中的有关雇佣关系的规定。

在这种情形下， 快递公司应与承包
个人通过书面协议、 店面通知等形
式向快递员告知实际用工者。

此外， 快递公司应根据行业
特点， 申请不定时工时制或综合
工时制， 以便根据行业特点更好
的调整快递员的工作时间和工作
内容， 对于超出法律规定的工作
时间，应当计为加班时间，支付加
班费用。

是否虚假报销引争议
医药企业用工亟待规范
【案情简介】

2004年3月15日，马某与某医
疗器械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担任
销售员。2011年，马某升任该公司
区域销售经理， 每月报销金额的
上限为8000元， 超过部分需要找
领导审批。2013年7月8日，某医疗
器械公司曾与马某协商将她调到
生产部门，马某没有同意。双方还
曾协商解除劳动合同， 但因补偿
问题未达成一致。2013年8月 ，医
疗器械公司做出 《解除劳动合同
通知书》，通知载明，马某在2012
年10月至2013年5月差旅费用报
销中存在虚报住宿天数、 报销事
由与发票明细不符、 擅自伪造酒
店住宿水单、 不同月份发票联号
等问题， 并以此认定马某虚报及
伪造票据申报金额达22899元。依
据《员工手册》和《劳动合同法》的
规定， 医疗器械公司单方解除了
与马某之间的劳动关系。 马某提
出仲裁申请， 请求公司支付报销
款、 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等各项
费用。 劳动仲裁委支持了马某的
部分诉讼请求， 某医疗器械公司
不服裁决，诉至法院。

【裁判结果】
昌平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某

医疗器械公司未能提供曾向员工
公示过《员工手册》的证据，且未
提供《员工手册》是经过法定程序
制定的证据。此外，该医疗器械公
司在通知马某解除劳动合同时，
尚未取得书面证据证明马某存在
严重票据造假的行为， 仅凭电话
查询住宿信息就做出了解除劳动
合同的通知， 该处理行为缺乏依
据， 法院不能认定马某严重违反
公司规定， 因此某医疗器械公司
解除与马某的劳动合同依据不
足， 应当支付马某解除劳动合同
经济补偿金， 同时判决某医疗器
械公司支付报销款项。

【法官提示】
药品生产经营企业中的销售

人员，俗称“医药代表”。我国药品
生产经营企业与其销售人员存在
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法律关系：
一种是委托代理关系， 根据药品
生产经营企业的委托， 销售药品
并从中获得劳务报酬。 另一种是
劳动合同关系。 用人单位和劳动
者均享有《劳动法》规定的权利，
同时须履行相应责任与义务。

针对第二种劳动合同关系 ，
医药销售人员因其行业的特殊
性， 常常需要出差， 报销相关费
用。在工作中，劳动者尤其应注意
保管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等费
用的正规发票，树立维权意识。同
时，因为工作时间不固定，所以在
工作时， 应注意对工作时间的统
计， 区分正常工作时间和加班时
间。此外，劳动者还应关注社会保
险的缴纳情况。

医药销售企业应在公司相关
规定中， 明确销售人员外出时的
就餐、住宿标准，同时规定提供虚
假发票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并通过培训等形式向劳动者明
示。此外，根据工种特点，向所在
地区的劳动社会保障部门申请对
部分工种适用不定时工作制。

农家乐员工宿舍内中毒
请求确认劳动关系被驳回
【案情简介】

2014年10月4日，刘某被招聘
到十三陵某种植中心工作， 工作
岗位为伙房管理员， 工作内容为
做饭、择菜、蔬菜看护、卫生打扫、
伙房物品看管等，月工资3000元。
农家乐观光园租用种植中心的部
分土地进行经营活动 。2014年11
月13日早上， 刘某在农家乐观光
园宿舍被发现一氧化碳中毒 ，后
被送至医院治疗。后经医院诊断，
刘某为一氧化碳中毒迟发脑病、
脑梗死、高血压病3级。刘某中毒
后， 农家乐观光园的法定代表人
赵某向刘某丈夫转账支付了刘某
的工资。刘某申请仲裁，要求确认
与种植中心存在劳动关系， 被裁
决驳回。刘某不服诉至法院。庭审
中， 刘某坚持称其系与种植中心
存在劳动关系， 与农家乐观光园
不存在劳动关系， 要求种植中心
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裁判结果】
昌平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刘

某认可其是赵某招聘并由赵某向
其支付了工资， 赵某作为农家乐
观光园法定代表人也陈述刘某是
其招聘到农家乐观光园工作，刘
某虽称其为种植中心工作， 但其
提交的照片仅显示为种植中心简
介， 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与种
植中心存在劳动关系， 因此刘某
要求确认其与种植中心存在劳动
关系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法院
驳回了刘某的诉讼请求。

【法官提示】
对于劳动者与农家乐等小微

企业甚至是个体工商户之间的劳
动争议，劳动者应明确用工主体，
在认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具
有劳动关系时， 法院通常会考虑
下列因素：(1)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
(2)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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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劳动
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工作的
组成部分。

十年两种用工关系
驾校教练部分待遇获支持
【案情简介】

王某自2004年2月至2014年
10月在北京某驾校担任教练 ，
2014年11月，王某年满60周岁，驾
校与王某解除劳动关系， 并向王
某支付了解除劳动合同一次性补
偿。 王某诉至昌平区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院，因王某已过退休年龄，
仲裁裁决不予受理。 王某遂诉至
法院要求驾校向其支付年终奖、
加班费、 失业保险金、 未休年休
假、养老保险金等各项费用共计4
万余元。 驾校认可王某自2004年
入职， 但主张王某曾与某劳务派
遣公司签订派遣协议， 王某是劳
务派遣公司派至驾校工作的。王
某则表示对劳务派遣毫不知情。

【裁判结果】
昌平法院经审理认为， 王某

社保缴费记录显示2008年5月至
2009年12月、2010年2月至2010年
10月均由某劳务派遣公司缴纳社

会保险。 结合驾校提供的劳务派
遣协议， 法院认定，2008年4月至
2010年10月间， 王某与某劳务派
遣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驾校
与王某签订劳动合同至王某达到
退休年龄， 驾校与王某在2010年
11月1日至2014年11月27日存在
劳动关系。由此，法院结合王某的
实际情况， 判决某驾校向王某支
付年休假工资及养老待遇损失共
2559元， 某劳务派遣公司向王某
支付养老保险待遇损失160元。

【法官提示】
劳动者在用人单位入职后 ，

切莫认为双方形成永久固定的劳
动关系模式。 尤其是曾涉及劳务
派遣用工时， 劳动者更要注意劳
务派遣约定的时间、 用人单位的
变化、社会保险交费主体的变更，
避免出现人在被派遣单位， 却与
派遣单位形成劳动关系的尴尬情
形。同时，对于用工单位而言，应
完善劳务派遣制度， 将协议履行
状态及时告知被派遣者， 在用工
关系发生变化时及时与劳动者签
订劳动合同， 并为劳动者缴纳社
会保险。 劳务派遣单位应建立完
善的劳务派遣机制， 并按照法律
规定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

□通讯员 郭海丽 高琳琳

互联网、医药、快递等行业用工亟待规范
随着互联网金融、快递速递、农家乐旅游、科技研发、医药卫生等新兴行业不断涌现，这些行业的劳动争议案件也随之出现。在这种形

势下，保护新兴行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规范新兴行业用工也成为法院审判工作中新的议题。为此，昌平区人民法院和昌平区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院共同通报进入诉讼和仲裁的劳动争议案件的基本情况，并结合新兴行业发布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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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平法院发布新兴行业劳动争议典型案件

聚焦劳动争议审判专题报道之八

昌平法院发现， 近年受理的
劳动争议案件呈现以下新特点。

一是纠纷类型日趋多元化，
新兴行业劳动争议大量涌现。一
些涉及互联网、快递速递、金融服
务、科技研发等行业中，企业应签
订劳动合同未签订、 应缴纳社保
未缴纳， 加班现象常见但考勤不
规范、 辞职离岗手续缺失等情形
成为产生劳动争议的主要原因。

二是群体性劳动争议增加。
一个企业中的数十名劳动者集体
起诉用人单位的情况时有发生。
此类案件以追索劳动报酬、 加班
工资、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补缴
社保为主， 由于涉及劳动者人数
众多， 且与劳动者切身利益联系
紧密，劳资双方对抗激烈，法院在
审判中力求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
效果的统一， 并对企业发送司法
建议规范管理。

三是诉讼主体多元化。 涉及
到企业高层管理人员、 业务销售
人员、 行政管理人员的案件逐渐
增多。由于高层管理人员接触、掌
管公章、 拟定劳动合同的机会较
大， 用人单位抗辩称劳动者在离
职前利用职权私盖公章或修改劳
动合同等。此外，在推销、销售等
行业中， 通常劳动合同约定的工
资给付方式是保底加提成或者奖
励分红， 但提成或奖励分红的计
算要以整个企业、 部门的利润数
额、业务回款、个人考核等情况为

基础数据， 而诉讼中的劳动者一
方很难提交此类证据， 法院审理
难度加大。

四是不规范用工亟需引起重
视。随着小微企业大量出现，但缺
乏相应的管理经验， 或者迫于用
工成本高昂的压力， 难以做到依
法规范用工， 制定规章制度时存
在缺失，特别是在薪酬、考勤、劳
动合同制度等方面存在漏洞，为
以后发生劳动争议埋下了伏笔。
与此同时， 一些企业以隐蔽的方
式规避应当承担的责任义务。一
些用人单位利用同一法定代表人
或者相同股东组建多家关联公
司，轮流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通过代发工资、代缴保险、以强势
地位随意调换劳动者的劳动岗
位， 或者要求劳动者签订空白合
同后更换用人单位盖章等途径，
造成劳动者难以准确判断与哪个
企业形成劳动关系。

五是存在部分劳动者过度维
权、恶意诉讼的现象。这些人专挑
规章制度不健全、 管理存在漏洞
的用人单位应聘， 入职后寻求用
人单位在薪酬、考勤、劳动合同制
度等方面的管理漏洞， 工作几天
或几个月后就不辞而别， 通过劳
动仲裁和法院诉讼讨要未签劳动
合同双倍工资、加班费等，之后又
继续寻找下一家公司。 这些人求
职并不是为了谋求工作机会，而
是通过频繁诉讼从中谋取利益。

■法院盘点

新兴企业用工亟待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