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商提示】

眼看今年 “十一” 黄金结婚
季就要来了， 很多朋友的假期已
经被婚礼安排得满满当当。 不过
很多新人感叹， 婚礼当天如同打
仗， 各种礼节仪式、 亲朋招待、
迎来送往……总之， 那天是有忙
不完的事。 婚礼当天的确是最紧
张 、 最繁杂 、 最容易出错的时
候。 去年年初， 家住房山的小慧
和小刚在婚礼上就遭遇了丢红包
这样的糟心事。 而最终因无有效
证据， 在要求婚庆公司赔偿的诉
讼中败诉。

婚礼上红包不翼而飞
去年年初， 小慧和小刚在中

国婚博会上选中了一家名叫 “喜
铺” 的公司为二人的婚礼进行庆
典策划， 当天双方便签订了 《婚
礼服务预定协议》， 约定由喜铺
公司为二人提供婚礼策划、 仪式
主持、 婚礼现场布置等服务。 二
人向喜铺公司支付了服务价款
18500元。 去年8月底， 小慧和小
刚的婚礼如期举行。

法庭上， 小慧和小刚诉称，
在婚礼过程中双方父母赠送红包
的环节， 二人共收到来自双方父
母的两个红包， 红包内分别装有
现金9999元和8800元。 小慧随后

便将红包移交给了伴娘， 伴娘接
手后又交给了婚礼策划吴某保
管。 吴某以为是假红包， 便没有
多加注意， 随手放在婚礼现场的
椅子上， 之后吴某未再见到这两
个红包。

小慧和小刚认为， 喜铺公司
为其提供婚礼策划服务， 则其应
负责整个婚礼的组织 、 安排事
务， 保管红包是其应尽到的合同
附随义务， 如果造成损失， 应负
赔偿责任； 父母在婚礼上赠与红
包以示祝贺， 且赠与的数额都是
按中国传统选择的吉祥数字， 吴
某对此心不在焉， 以丢失为借口
敷衍了事， 喜铺公司的行为侵害
了我们的感情， 故小慧和小刚以
庆典服务合同为由将喜铺公司起
诉至法院， 要求喜铺公司返还其
红包金额18799元 、 支付精神损
害抚慰金50000元 。 为此小慧和
小刚提供了婚礼录像予以佐证；
伴娘出庭作证， 欲证明其收到红
包后将红包交给了婚礼策划吴
某； 小慧的父亲出庭作证， 欲证
明 其 在 婚 礼 现 场 交 给 小 刚 的
红 包 内装有现金9999元 ， 并提
供取款记录佐证； 小刚的同事出
庭作证， 欲证明小刚父亲在婚礼
现场交给小慧的红包内装有现金

8800元。

被告称无保管红包约定
对于原告小慧和小刚的指

控， 喜铺公司则称， 在双方签订
的合同中并没有关于保管红包的
约定， 而且公司在婚礼之前曾多
次提示小慧和小刚， 在婚礼现场
要使用婚礼道具假红包， 以防发
生遗失。 所以策划师在收到红包
后以为是假红包， 才没有多加注
意， 故对红包丢失的损失应该由
小慧和小刚自行承担。 为此喜铺
公司提供了婚礼主持人的书面证
言， 欲证明其曾提示二人婚礼现
场用假红包。

原告未提供有效证据败诉
法院审理后， 由于原告小慧

和小刚未能完成举证责任， 按法
律规定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法
院最终判决驳回了小慧和小刚的
全部诉讼请求。

对此， 法官指出， 证据是诉
讼的基础和核心。 在民事诉讼活
动中， 证据主要由双方当事人提
供， 当事人有责任对自己主张的
事实提供充分的证据， 否则应承
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这是法
官公正审判的依据， 也是审判规

律的必然逻辑。
本案需要解决两个焦点问

题： 一是被告喜铺公司是否有为
原告方保管红包的合同义务； 二
是原告方主张的两个红包内的现
金数额如何确定。

庭审中， 原告以庆典服务合
同为由要求喜铺公司返还其红
包， 则原告方需对以下事实负有
举证责任： 1.被告负有保管红包
的合同义务； 2.因被告没有尽到
保管义务导致红包遗失或红包现
由被告持有； 3.红包内的现金金
额的确定性。 但是根据原告提交
的证据 ， 双方并未在庆 典 服 务
合 同 对 被 告 的 保 管 义 务 进 行
约 定 ， 而 财 物 的 保 管 牵 涉 到
的 利 益 重 大 ， 如 若 将 此 项 义
务 强 加 于 被 告 ， 于 法 于 理 都
缺 乏 相 应 的 依 据 ； 原 告 虽 然
提 供 了 证 人 证 言 欲 以 证 明 红
包 的 金 额 ， 但 是 该 证 人 证 言
的 证 明 效 力 较 弱 ， 且 没 有 其
他 证 据 予 以 佐 证 ， 难 以 证 明
婚礼现场红包内所装有的现金
数额 。 故原告未能完成举证责
任， 将要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法院最终判决驳回了小慧和小刚
的全部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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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职工工辞辞职职后后起起诉诉获获赔赔1166万万元元

延庆工商专栏

市场竞争愈来愈激烈， 商
家为赢得消费者的青睐和信
任， 使出浑身解数， 部分不良
商家利用消费者轻信权威认
证、 商品获奖获优的心理， 伪
造奖牌、 自诩荣誉称号进行虚
假宣传。

【典型案例】

日前， 延庆工商分局执法
人员核实群众举报时， 发现辖
区某企业在宣传活动中发放的
宣传彩页上印有由北京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颁发授予的 《全国
知名品牌证书》 和由北京市消
费者协会颁发授予的 《消费者
满意企业称号证书》 等 “资质
证书 ” 和 “荣誉证书 ” 的内
容。 然而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和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从未开
展过上述评比、 授牌活动。 该
企业因捏造事实、 伪造奖牌，
被延庆工商分局认定其行为构
成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
当竞争法》 第九条的规定， 属
于利用广告作引人误解的虚假
宣传行为， 并依据 《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二
十四条的规定， 对涉案企业进
行了处罚。

【工商部门提示】

1.商家设计、 制作、 发布
广告应当真实、 合法， 不得含
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
不得欺骗、 误导消费者。 广告
使用数据、 统计资料、 调查结
果、 文摘、 引用语等引证内容
的， 应当真实、 准确， 并标明
出处。 商家应加强法律意识、
责任意识， 牢固树立以过硬质
量、 良好服务最终赢得市场的
观念。

2.消费者进行消费时， 要
对虚假奖牌、 伪造权威认证等
现象提高警惕， 在购买商品和
选择服务时， 应更注重商品或
服务本身的质量好坏， 不能一
味依赖和轻信外在认证和花样
宣传。

【法规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
当竞争法》 第九条： 经营者不
得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方法， 对
商品的质量 、 制作成分 、 性
能 、 用途 、 生产者 、 有效期
限、 产地等作引人误解的虚假
宣传。 广告的经营者不得在明
知或者应知的情况下， 代理、
设计、 制作、 发布虚假广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
当竞争法》 第二十四条： 经营
者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方法， 对
商品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
的， 监督检查部门应当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 消除影响， 可以
根据情节处以一万元以上二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

（延庆工商分局 祁宾）

法院认定调薪决定对企业具有约束力
当心
虚假“奖牌”蒙人

法官提示：打官司有效证据是关键

红包不翼而飞 告婚庆公司败诉

□通讯员 程雪景

因北京一石油公司决定给公司项目经理胡先生涨工资后食言， 胡先生以公司拖欠工资违反合同约定为由辞职， 并要求公
司支付拖欠的工资差额及经济补偿金。 劳动仲裁、 一审法院审理后， 认为公司作为企业具有在法律范围内的职工工资涨、 降
自主管理权， 驳回胡先生诉求， 胡先生提起上诉。 2016年4月，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认定石油公司与胡先生的调薪行为对
双方均有约束力， 撤销一审判决， 终审判决公司向胡先生支付工资差额以及经济补偿金近16万元。

现年40多岁的胡先生， 2010
年7月与北京一石油公司签署了
为期5年的劳动合同， 担任该公
司青海西宁项目的经理。

2014年3月 ， 公司正式通知
胡先生， 将其工资由以前的每月
11000元， 调整为16000元， 但并
未执行。

员工辞职后起诉
2015年3月， 胡先生提出辞

职， 理由是公司长期拖欠工资差
额， 并先后申请劳动仲裁和诉至
法院， 要求公司支付拖欠的工资
差额及经济补偿金。

在劳动仲裁和一审法院审理
时，胡先生称，他自2014年3月开
始，每月工资为16000元。为此，胡
先生提供了公司人事行政部2014
年3月份发给他的工资调整通知，
内容为“根据公司会议精神，经研
究决定： ……胡××自2014年3月
起工资调整为16000元。 ”通知上
有公司总经理表示同意的签字。
对于这份通知书， 庭审中石油公
司的代理人认可其真实性， 但解
释说， 当时给包括胡先生在内的
员工涨工资的背景是公司与案外

人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如该协
议能履行， 则公司财务状况将得
到改善，进而提高员工工资，后该
协议未能实际履行， 因此涨薪方
案也未能落实， 并不存在拖欠胡
先生工资的情况， 请求法院驳回
胡先生的诉求请求。

仲裁、 一审单位胜诉
劳动仲裁和一审法院先后驳

回了胡先生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
院在判决书中指出， 用人单位享
有用工自主权和管理权。 在不低
于合同约定工资标准的情况下，
用人单位可以对劳动者的薪酬待
遇进行调整。 用人单位提高劳动
者的薪酬待遇无需劳动者额外支
付对价 ， 属于企业单方法律行
为， 在双方尚未实际履行新的工
资标准时， 并不构成对劳动合同
的变更。 本案石油公司在2014年
3月决定提高胡先生的薪酬， 之
后又因其他原因未实际做出调
整， 属于用人单位行使企业自主
管理权， 胡先生据此要求支付工
资差额的主张， 缺乏法律依据，
法院不予采纳。

一审判决后， 胡先生不服，

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
院 。 在法庭辩论阶段胡先生强
调， 石油公司人事行政部的 《工
资调整事宜》 中明确写明涨薪情
况， 并且文件经公司法定代表人
签字确认并通知了自己， 应视为
双方协商一致， 且通过书面形式
完成了劳动合同的变更， 此薪资
调整对双方有效。

终审员工获赔16万元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理后认为， 此案的争议焦点是胡
先生在2014年3月之后的月工资
标准。 该公司发布的提高胡先生
薪酬待遇的文件， 虽是企业单方
面的法律行为， 但该行为已通知
到胡先生， 又因提高薪酬有利于
劳动者， 在其未对此调薪提出异
议的情况下， 应视为双方协商一
致， 且通过书面形式完成了劳动
合同的变更， 该调薪行为对双方
均有约束力。

关于因该公司与案外人股权
转让协议未能实际履行， 因此涨
薪方案未能落实的主张， 缺乏依
据， 法院不予认可。

法院同时认为， 发生劳动争

议，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
有责任提供证据。 与争议事项有
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
的， 用人单位应当提供； 用人单
位不提供的 ， 应当承担不利后
果。 该公司未举证证明该调薪行
为未实行， 且胡先生对公司有关
未实行的主张不认可。

基于以上 ， 胡先生月工资
2014年3月涨至16000元的主张在
二审得到了认可。

此外， 因公司存在拖欠工资
情况， 胡先生以此为由提出解除
劳动关系， 符合法律规定， 胡先
生上诉要求石油公司支付其解除
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80000元 ，
于法有据， 予以支持。

2016年4月， 二审法院判决：
撤销一审法院的判决； 石油公司
支 付 胡 先 生 工 资 差 额 77698.79
元， 以及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
偿金80000元。

此案最终以员工胜诉画上句
号 。 在此记者提示广大用人单
位， 在作出事关职工切身利益的
重大决定时， 一定要慎重， 做不
到就别承诺， 否则就要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

单位决定涨薪后食言 理由为财务状况未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