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读者 李秀华 ：2015年3
月， 我丈夫被北京一家冷冻食品
公司招聘为货车司机， 并与他签
订了劳动合同、缴纳了社会保险。

去年11月的一天， 我丈夫根
据单位工作安排开车去送货， 途
中突发疾病， 被送到医院后虽经
抢救 ， 但一周后还是离开了人
世。 由于缺乏有力证据， 认定工
伤失败。 事发后， 冷冻食品公司
没有给予任何赔偿 ， 我带着孩
子、 公婆多次找单位领导协商均
无结果。 请问： 像我丈夫这种在

工作时因突发疾病死亡的， 在无
法认定工伤的情况下， 我们家属
能得到哪些待遇或赔偿？

胡芳：《工伤保险条例》 第15
条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
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可
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从您反映
的情况来看， 您丈夫的情况不属
于视同工伤的情况， 社会保险部
门也未认定为工伤， 所以您丈夫
虽然是在工作时突发疾病死亡
的，也不能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但是， 《社会保险法》 第17
条规定，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
人， 因病或非因工死亡的， 其遗
属可以领取丧葬补助金和抚恤
金， 所需资金从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中支付。 按照此规定和北京市
的其他相关规定， 你们遗属可以
领取丧葬补助金5000元。

另外， 如果您丈夫有供养直
系亲属的， 根据供养直系亲属的
人数主张相当于死者本人工资6
个月、 9个月、 12个月的救济费。
这里说的 “死者本人工资”， 是

指您丈夫死亡时的全市最低工
资 ， 他是在2015年3月去世的 ，
而2015年的北京市最低工资为
1560元， 所以， 若您丈夫有需要
供养的直系亲属， 可按此标准申
领救济费。

■有问必答

提问：本报读者 李秀华 回答：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胡 芳

员工工作时突发疾病死亡，能得哪些赔偿？
□本报记者 王香阑

□孟 强

员工女儿是否亲生
单位无权要求鉴定

【基本案情】
退休之后再就业
离职索赔输官司

李女士于2014年8月达到50
周岁，步入退休人员行列。同年同
月，她被另外一家公司聘用，同样
安排其担任GT部门经理一职。不
过，双方未签订任何书面协议。去
年6月2日，李女士请假一周，休假
后未再到公司上班， 并提出了个
人离职申请。

得到公司同意， 她办完了离
职手续。可是，李女士觉得就这样
走好像还有许多合法权益没得到
维护。于是，她找公司协商离职补
偿之类事情，但公司拒绝了她。

不得已， 李女士向仲裁机构
提交了仲裁申请书。在申请书中，
李女士要求公司为其出具解除劳
动关系证明， 并向其支付解除劳
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未签订书面
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加班费
和被拖欠的工资及差旅费等。

公司认为， 李女士入职时已
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 双方之间
系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故不
同意李女士的全部仲裁请求。

仲裁裁决后， 李女士不服裁
决向法院提起诉讼。

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
李女士原系工人岗位， 其到公司
工作时已年满50周岁， 达到法定
退休年龄， 故其与该公司之间形
成的是事实劳务关系， 而非劳动
关系。

由于李女工对公司提出的诸

项请求， 系基于劳动关系而提出
的， 在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的前
提， 这些诉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
据，故不予以支持。仅支持其提出
的支付拖欠工资和差旅等请求。

判决作出后， 李女士又提出
上诉，二审法院近日判决：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观点碰撞】
退休返聘有无劳动关系
两种观点各说各理

本案的争议焦点， 在于原被
告之间是劳动关系还是雇佣关
系。对此，有两种看法。

第一种观点， 正如李女士所
认为的，按照现行《劳动合同法》
的相关规定，16周岁以上有劳动
能力的公民都有劳动权， 并未禁
止用人单位聘用达到法定退休年
龄的人员工作， 也没有禁止超过
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享有劳动权。
其虽已退休， 但在公司工作期间
与该公司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
系， 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
受劳动法的调整。因此，应当支持
其关于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
偿金、 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补偿
金及加班工资的诉请。

第二种观点认为， 我国现行
退休制度规定劳动者的退休年龄
为男60周岁，女工人50周岁，女干
部55周岁。因此，法定50周岁的退
休年龄应视为女工人劳动年龄的
上限。 李女士作为退休人员重新
受聘， 其在工作岗位上付出了劳
动，应享有获取劳动报酬的权利，

同时其已享受社会保险待遇，领
取了退休金， 国家已保证其老有
所养。 因此， 李女士要求公司按
《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支付解除劳
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等， 缺乏法律
依据，应当驳回。

【法理剖析】
超龄人员可继续工作
与单位没有劳动关系

法院之所以作出上述判决，
其理由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是离退休人员已不再是劳
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 劳动关系
不能成立。

劳动权利的实现， 要受劳动
能力的限制， 劳动法调整范围内
的劳动既包括劳动权利、 劳动能
力， 是指具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在
法定劳动年龄内， 依法从事某种
有报酬或劳动收入的社会活动。
这就是说， 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
者，应是在法定劳动年龄内、具有
劳动能力的公民。

法定劳动年龄是法律法规规
定的公民的就业年龄， 虽然其上
限在劳动法条文里未作明确规
定，但并不能就此说不存在上限。
法定退休年龄应是上限规定，职
工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 就要
履行退出工作岗位的义务， 而由
国家为其提供养老金、医疗费等，
让其颐养天年， 而不需再为其承
担对法定劳动年龄内的劳动者应
承担的责任。因此，法定退休年龄
的规定就应是法定劳动年龄的上
限，这既符合劳动法的调整范围，
又符合我国的就业政策。

二是离退休人员受聘后与单
位形成的关系不具备劳动关系的
特点。

《劳动法》第16条规定：劳动
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
动关系， 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
协议。《劳动合同法》 第10条也规
定： 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
劳动合同。 劳动法律法规均严厉
禁止用人单位不与法定劳动年龄
内的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行
为，而按照《劳动部关于实行劳动
合同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劳部
发 [1996]354号）第13条规定 ，“已
享受养老保险的离退休人员被再
次聘用时， 用人单位应与其签订

书面协议， 明确聘用期内的工作
内容、报酬、劳保待遇等权利和义
务。 离退休人员与用人单位应当
按照聘用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
……离退休人员聘用协议的解除
不能依据《劳动法》第28条执行。”

因此， 离退休人员被再次聘
用时签订的不是劳动合同， 而是
聘用协议。 其与劳动合同最大不
同之处在于， 劳动合同内社会保
险、 劳动保护等内容是强制性内
容， 体现了劳动法对于劳动者的
特殊保护， 聘用单位无故解除劳
动合同时应支付经济补偿金，而
聘用协议双方是平等的， 所有的
内容由离退休人员与单位协商确
定，不再受国家特殊保护，聘用单
位无故解除协议时也无需支付经
济补偿金。

三是离退休人员不属于劳动
关系适格主体， 符合政策实际和
国家立法方向。

按照现行政策规定， 退休人
员每月从社会保险基金中领取退
休金， 并享受其他各项社会保险
待遇， 如果退休后又受聘于某单
位， 这样同时又占据着一个现任
工作岗位， 享受该岗位的劳动报
酬， 这种退而不休的就业形式对
其他需要工作岗位赖以生存或养
家糊口的劳动者来说是不公平的。

但我国法律对离退休人员再
就业未作禁止性规定， 离退休人
员再就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因
此， 将离退休人员从劳动关系中
脱离出来，十分必要和有意义。离
退休人员与聘用单位之间的关系
是依据聘用协议产生的平等主体
之间的民事关系， 离退休人员再
次聘用遭受权利损害的， 聘用协
议有约定的，应按协议约定处理，
没有约定的， 应通过民事诉讼解
决。因此退休后再聘用，可以形成
雇佣关系以及其他合同关系，同
样可以得到法律的保护， 并不是
一定要依据劳动关系才能得到利
益的实现。

就本案而言， 作为已退休人
员， 李女士与公司之间形成的是
雇佣关系而非劳动关系， 属于民
法调整， 不属于劳动法律法规调
整的范畴， 且双方未就加班工资
等作出约定，因此，李女士依据劳
动法律关系主张加班工资及赔偿
金等，缺乏法律依据。

退休返聘女工索要离职补偿被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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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半年前， 我父亲因在工作

期间遭受重伤， 经抢救无效后
死亡， 留下16岁的我和6岁的妹
妹 （母亲早年病故）。 经工伤行
政管理部门认定， 我父亲构成
工伤。 鉴于我父亲生前所在的
公司并没有为其办理工伤保险，
我曾要求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
但公司只同意对我作出赔偿 ，
至于妹妹则因为我父亲生前没
有对任何同事提过有一个女儿，
故对妹妹是否属于父亲的女儿
持有怀疑。 只有利用父亲遗留
的毛发， 对妹妹进行亲子关系
鉴定后 ， 才能确定是否赔偿 ，
否则免谈。 请问： 公司的理由
成立吗？

读者： 石姜英

石姜英：
公司的理由不能成立， 即

其无权要求进行亲子鉴定。
一方面， 用人单位无权要

求亲子鉴定。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 〈婚姻法〉 若干问题
的解释 （三 ） 》 第二条规定 ：
“夫妻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
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 并已提
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 另一方
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
定的， 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请求
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一方的主
张成立。 当事人一方起诉请求
确认亲子关系， 并提供必要证
据予以证明， 另一方没有相反
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 人
民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
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
法院在审判工作中能否采用人
类白细胞抗原作亲子鉴定问题
的批复》 也指出： “针对要求
作亲子关系鉴定的案件， 应从
保护妇女 、 儿童的合法权益 ，
有利于增进团结和防止矛盾激
化出发， 区别情况， 慎重对待。
对于双方当事人同意作亲子鉴
定的， 一般应予准许； 一方当
事人要求作亲子鉴定的， 或者
子女已超过三周岁的， 应视具
体情况， 从严掌握。 对其中必
须作亲子鉴定的， 也要做好当
事人及有关人员的思想工作。”
即亲子鉴定的申请仅限于夫妻、
父母子女之间， 且必须是以保
护妇女、 儿童的合法权益为前
提。

而公司与你父亲之间根本
不具有前述身份， 且其目的在
于企图取消你妹妹的相关工伤
待遇。 退一步说， 即使你妹妹
并非你父亲亲生， 也因你父亲
已经实际抚养， 彼此已形成了
养父与养女关系， 而养父母子
女关系之间， 同样可以享受相
关工伤待遇。

另一方面， 你父亲没有对
同事提过有此一女不能作为公
司的拒绝赔偿的依据。 《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
若干规定》 第八条第一款规定：
“诉讼过程中， 一方当事人对另
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
确表示承认的， 另一方当事人
无需举证。 但涉及身份关系的
案件除外。” 也就是说， 对于身
份关系， 即使在诉讼过程中也
不能适用自认， 更何况你父亲
只是未提到过女儿， 根本没有
否认过。

（颜东岳）

按照现行劳动法律规定， 凡年满16周岁以上且有
劳动能力的公民都有劳动权， 都享有就业的权利。 既
然如此， 能不能这样理解： 在法律没有禁止达到法定
退休年龄的人员继续就业的情况下， 他们就可以与其
他人一样享有劳动权， 并且享有相同的劳动保障呢？
答案是否定的。

最近， 退休女工李女士起诉返聘她重新工作的公
司， 要求该公司向其支付离职经济补偿未获法院支
持， 再次印证了适龄就业人员与达到退休年龄再就业
人员之间的不同， 以及劳动与劳务关系之间本质的差
异。 不过， 本案也告诉人们， 即使没有劳动合同对李
女士的保护， 她仍可以通过签订劳务合同等形式来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

退休之后被返聘 虽为劳动者但不能与单位形成劳动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