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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家具签合同
维修退货有保障

基本案情
申请人： 张某， 被申请人 ：

B建筑公司。
仲裁委经查确定事实： 张某

提供了其与B建筑公司于2008年6
月7日签订的期限至2013年6月6
日止的劳动合同书。 劳动合同书
首页显示： “在甲方工作起始时
间： 2008年6月7日”。

B建筑公司对张某提供的劳
动合同书真实性予以认可， 但称
该劳动合同书系为申请办理物业
管理资质制作的。 实际情况是，
张某于2007年1月1日与A人才服
务中心建立劳动合同关系后被派
遣到我公司工作的。

为证明其主张， B建筑公司
提供了张某于2007年2月6日与A
人才服务中心签订的期限为2007
年1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止的
劳动合同书。 该劳动合同书第二
条约定： “乙方同意由甲方派遣
到B建筑公司工作 ”， 该劳动合
同于2007年12月27日经双方协商
一致， 将终止时间变更为2009年
12月31日。

B建筑公司提交的另一份劳
动合同， 是张某与A人才服务中
心于2010年1月1日签订的期限为
2010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
止的劳动合同书。 该劳动合同书
第四条约定： “甲方派遣乙方工
作的用工单位名称B建筑公司”。

此外， B建筑公司还提交了
张某于2011年8月17日向A人才服
务中心递交的辞职申请， 其内容

是： “A人才服务中心： 因我本
人原因， 现申请于2011年8月17
日解除劳动合同。 请研究批准。
……”、 参保职工四险缴纳情况
表—2： “2007年3月至2010年9
月 、 2010年11月至2011年7月缴
费单位为A人才服务中心； 2011
年8月至2013年3月缴费单位为B
建筑公司”。

张某对B建筑公司提供的上
述两份劳动合同、 辞职申请及参
保职工四险缴纳情况表—2的真
实性均无异议。

张某提供了2006年12月份的
工资表复印件， 证明其2006年11
月25日开始入职B建筑公司。 而
B建筑公司对张某提供的此证据
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张某向仲裁委提供了B建筑
公司于2013年7月25日向其发放
的《合同到期告知函》：其主要内
容是：“张某：你与B建筑公司劳动
合同于2013年6月6日到期， 因公
司暂无物业服务项目， 不再续签
劳动合同。 ……”B建筑公司对该
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

争议焦点
职工与两家用人单位各自签

订了一份劳动合同， 两份劳动合
同时间存在重叠情况但不完全一
致， 如何确定职工的劳动合同关
系归属？

审理结果
一、 B建筑公司于本裁决书

生效之日起10日内 ， 支 付 张 某

解 除 劳 动 合 同 经 济 补 偿 金
15625.98元；

二、 驳回张某的其他申请
请求。

评析意见
本案中， 张某和B建筑公司

对张某提供的其与B建筑公司签
订的劳动合同， 以及张某与A人
才服务中心签订的劳动合同、 张
某向A人才服务中心递交的辞职
申请、 张某的参保职工四险缴纳
情况表—2真实性均予以认可 ，
上述证据应予确认。

虽然张某与B建筑公司和A
人才服务中心签订的劳动合同在
时间上存在重叠的情况， 但B建
筑公司提供的辞职申请生效时间
与A人才服务中心为其缴纳社会
保险的时间段和其主张 的 社 会
保 险 欠 缴 时 间 亦 相 符 ， 该 证
据 可 以 与 劳 动 合 同 形 成 证 据
链 ， 能够证明张某履行其与A
人 才 服 务 中 心 所 签 劳 动 合 同
的过程及历程。

而张某提供的劳动合同所载
其在B建筑公司工作起始时间与
其个人主张的入职时间不符、 与
其社会保险缴纳情况不符、 与其
主张的社会保险欠缴时间亦不
符 ， 且此劳动合同签订时 张 某
正处于与A人才服务中心存续
劳 动 合 同 关 系 状 态 ， 不 具 备
与其他用人单位再建立劳动合同
关系的情形。

综上 ， 仲裁委认定张某于
2007年1月1日与A人才服务中心

建立了劳动合同关系 ， 2011年8
月17日张某向A人才服务中心递
交辞职申请后继续在B建筑公司
工作且未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
动合同关系， 故于2011年8月18
日起张某与B建筑公司开始建立
劳动合同关系， B建筑公司应自
此时间开始与张某履行劳动合同
关系的权利、 义务。

B建筑公司在其与张某签订
的劳动合同到期后才向张某下发
《合同到期告知函》， 此时双方当
事人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不具备
法定终止情形， 应认定为由B建
筑公司提出与张某解除劳动合同
关系。

由于张某不要求与B建筑公
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关系， 故视
为由B建筑公司提出经双方协商
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关系。 B建筑
公司应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合同法》 第三十六条、 第四十
六条、 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向张某
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张某要求B建筑公司支付其未提
前79天通知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
金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 仲裁委
不予支持。

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张
某虽与A人才服务中心签订了劳
动合同， 但从未在该单位工作，
而实际工作单位为B建筑公司 ，
故自张某与B建筑公司签订劳动
合同之日起即应视为张某于此时
与B建筑公司建立了劳动合同关
系。

（东城仲裁院 刘喆吉）

近年来， 大型建材市场如雨
后春笋般兴起。但产品质量、经营
人员的职业道德等方面良莠不
齐， 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
时有发生。 由于许多消费者不注
重购买协议吃了“哑巴亏”，近日
延庆工商分局延庆工商所就解决
了一起家具开裂的投诉。

典型案例
2015年11月8日 ， 徐先生到

某建材商场购买家具。 经过精挑
细选购买了一款价值880元的茶
几。 销售人员在向徐先生推销产
品时， 特意强调购买家具会签订
协议， 协议中将标明保修期等相
关事项。 可是， 7个月后的2016
年6月12日， 徐先生的茶几出现
开裂， 而商家却不认账了。

该购买合同约定， 此茶几免
费保修期为一年。 商家以种种理
由不提供免费维修。 于是， 徐先
生到延庆工商局延庆所进行投
诉， 并提供了购买合同以及茶几
开裂照片。 工商所约谈双方并认
定消费者所说情况属实后， 经营
者同意履行合同， 尽快为徐先生
提供免费维修。

工商提醒
延庆工商分局提示消费者，

购买家具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虚假宣传误导消费。 为

留住顾客， 一些销售人员在介绍
商品时言过其实， 一旦消费者把
商品买回家发现与承诺不符， 销
售人员就会翻脸不认账， 消费者
无凭无据， 有苦难言。

二是现货不签合同。 在销售
现货时不签合同， 只以一纸收据
打发消费者， 使买卖双方无法在
产品质量等方面进行约定， 以此
逃避责任。

三是不按规范填写合同。 尽
管有了规范的合同文本， 但一些
厂商在填写合同时避重就轻， 对
一些重要条款如产品质量、 环保
标准、 违约责任等或不予填写，
或含糊其辞。

四是合同不盖市场认证章。
在政府管理部门监制的家具买卖
合同文本后面， 除了买卖双方签
字盖章的位置外， 还有建材或家
具市场加盖认证章的位置， 这是
证明交易在该市场进行、 市场主
办方对交易负有监督管理责任的
重要证据。一旦双方发生纠纷，市
场不但负有调解纠纷、 维护消费
者合法权益的义务， 而且要承担
相应的连带责任。 而一些市场和
销售者出于规避责任、 逃避监督
等原因， 对此并没有尽到告知义
务，致使一些消费纠纷难于解决。

因此， 购买家具要有合同意
识， 一定要认真签订合同， 对产
品质量、 交货期限、 违约责任等
重要条款要详细填写， 与销售者
据理力争， 不要听信销售人员的
口头承诺， 合同签订以后不要忘
了加盖建材或家具市场的合同认
证章。 留存好相关合同及发票，
出现问题及时向相关部门反馈。

（延庆工商分局 朱海娜）

一人签订两合同 谁是员工真东家

离婚后发现前夫宋某在与自
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还有4万元
的工资收入， 为此， 李某将宋某
诉至法院， 要求判令宋某给付其
夫妻共有财产2万元。 日前， 密
云法院审结此案， 判决支持了李
某的诉讼请求。

李某与宋某原是夫妻， 2012
年5月4日， 两人协议离婚并在密
云区民政局登记。 二人在离婚时
对夫妻财产进行了处理， 协议约

定： “……三、 双方共同财产奇
瑞牌小客车一辆， 归男方所有。
四、 双方个人物品归个人所有 。
五、 双方无共同债务， 亦无共同
债权 。 个人债务由个人 负 责 偿
还 。 ” 此后 ， 李某偶然间得知
宋 某 在 婚 姻 关 系 存 续 期 间 另
有工资收入 4万元 ， 遂找到宋
某索要 2万元 ， 但遭到了宋某
的拒绝。 为此， 李某将宋某诉至
法院。

法院审理认为， 夫妻应当互
相忠实。 李某、 宋某在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所得工资收入 ， 归宋
某、 李某夫妻共同所有， 双方均
有义务将财产状况忠实告知对
方。 宋某在离婚时隐瞒工资收入
4万元， 属于隐藏夫妻共同财产
的行为。

《婚姻法》 第四十七条第一
款规定： “离婚时， 一方隐藏、
转移、 变卖、 毁损夫妻共同财

产 ， 或 伪 造 债 务 企 图 侵 占 另
一 方 财 产 的 ， 分 割 夫 妻 共 同
财 产 时 ， 对 隐 藏 、 转 移 、 变
卖 、 毁 损 夫 妻 共 同 财 产 或 伪
造 债 务 的 一 方 ， 可 以 少 分 或
不 分 。 离 婚 后 ， 另 一 方 发 现
有上述行为的 ， 可以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请求再次分割夫妻
共同财产。”

据此， 法院判决宋某给付李
某婚后共同财产现金2万元。

丈夫离婚隐瞒财产 妻子发现分得一半
□通讯员 王雪

■有问必答

提问：经贸公司实习生 陈韵玟 回答：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安慧敏

应届生实习期间受伤能算工伤吗？
□本报记者 王香阑

经贸公司实习生 陈韵玟 ：
我是今年应届大学毕业生， 目前
在一家经贸公司实习， 月薪1000
多元。 该单位已跟我签订了三方
协议， 承诺半年后给我转正， 到
时工资就与其他同事一样了， 所
以我认为自己现在已是这家公司
的员工。

上周一的早晨， 我上班时因
为路上着急， 在下过街天桥时不
小心从台阶上摔下来。 被路人送
到医院后 ， 诊断为脚踝骨折 ，

医生给开了病假条让我休息 。
当 日 我 给 公 司 打 电 话 说 明 情
况 ， 主 管 同 意 我 休 病 假 ， 但
说这期间没有工资， 且治疗费用
不给报销。

我听朋友说， 员工上下班途
中受伤可以算工伤， 但经贸公司
说我现在还没拿到大学毕业证，
又未转正， 所以单位尚未给我缴
纳社会保险， 故不能申请工伤。
请问： 单位的说法对吗？ 我受伤
不能算工伤吗？

安慧敏： 您好， 抛开您的身
份问题， 上下班途中遭受的伤害
并非所有的都可以构成工伤。 根
据您的描述， 您的情况不属于工
伤。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四条
规定 ，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 应当认定为工伤： （六） 在
上下班途中， 受到非本人主要责
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
通 、 客运轮渡 、 火车事故伤害
的；” 您上班期间因为走路着急
而造成的身体损害， 不属于认定

为工伤的情形。 再者， 实习期间
与用人单位并非劳动关系， 因此
也无法申请工伤认定， 当然， 如
果因为单位原因给您造成身体伤
害， 你可以向单位主张人身损害
赔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