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赵新政

驾驶证被扣12分后肇事
保险公司可以免除责任

□本报记者 李婧

保洁员穿高跟鞋工作摔倒构成十级伤残， 单位以其虚报入职年龄、 穿着
违规等为由拒绝赔偿。 近日， 法院经审理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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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辖区稳定， 昌平区天
通 苑 南 街 道 组 织 本 辖 区 的 村
居 顾 问律师 ， 发挥自身特长 ，
深入到社区开展化解居民邻里纠
纷工作。

主动出击、 拓展方式， 参与
社区的纠纷排查工作。 目前， 与
街道签约的村居顾问律师主动出
击， 积极参与到社区内的纠纷排
查工作当中 。 拓展工作开展形
式， 不再限于举办讲座、 解答咨
询等传统形式 ， 跟随社区志愿
者， 深入到社区当中， 一旦发现
矛盾纠纷 ， 将其解决在萌芽状
态。 同时， 在社区明显处设置咨
询台， 定期定点开展咨询活动，
扩大群众知晓率。 针对行动不便
的居民， 主动上门服务， 将这项
便 民 惠 民 措 施 真 正 的 送 到 百
姓家中。

天通苑南街道地处城乡结合
部，具有人口密度大、流动人口多
的特点，存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司
法所与村居顾问律师所在律师事

务所建立了“紧急联络人”制度，
确保辖区内出现涉重大问题时，
律师事务所能够第一时间派律师
参与到调处工作当中来。 在清理
非法出租房屋、 无照经营小摊小
贩等过程中， 针对出现的涉及法
律方面的纠纷，村居顾问律师能
够 及 时 参 与 到 纠 纷 的 化 解 调
处 中 来 ， 利 用 自 己 的 专 业 优
势 ，因 势 利 导 ，用 合 法 合 理 的
手段将纠纷化解 。 村居顾问律
师承诺 ， 将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发挥专业之所长， 为社会的和谐
稳定贡献一份力量。

女工穿高跟鞋保洁负伤自担10%责任

天通苑南街道村居顾问律师
深入社区化解居民邻里纠纷

昌平区司法局

保洁员穿高跟鞋干活受伤
公司拒绝赔偿其经济损失

张杰是特意洁公司的一名保
洁员， 月工资为1800元。 其身份
证信息显示 ， 她的出生时间是
1952年。

2015年4月24日15时 ， 正在
上班的张杰穿着高跟鞋去户外取
清洁工具 “尘推”。 她取完工具
回到办公楼， 在走至一层与二层
之间的缓台时不慎滑倒受伤。

经医院检查， 张杰右桡骨远
端骨折。 同年4月27日， 张某将
受伤一事告知特意洁公司， 并要
求公司向其支付医药费、 营养费
等费用。

根据医院的诊断， 张杰需要
休息7个月。 按照医嘱， 张杰在
休假期间需要护理， 护理期限为
5个月。

因公司拒绝张杰的要求， 她
将该公司诉至法院， 要求判决该
公司向其赔偿医药费、 伤残赔偿
金等共计14万余元。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 法院委
托司法鉴定机构对张杰的伤残等
级进行鉴定， 鉴定意见为： 张杰
的伤残等级为十级。

在法院庭审中， 特意洁公司
辩称， 张杰摔伤地点不在其工作
范围内， 她的工作范围是打扫二
楼的卫生。 此外， 事发时张杰穿
高跟鞋上班， 违反公司相关制度
规定。

公司还提出， 张杰入职时提
交的身份证复印件显示， 她的出
生时间是1962年。 比对其身份证
信息后发现， 她谎报的年龄低于
实际年龄10多岁。 鉴于其虚报年
龄入职， 使公司承担了不必要的
风险。 故公司不同意对其进行经
济赔偿。

即使员工虚报年龄
公司也有赔偿责任

在庭审中， 特意洁公司向法
庭提供了张杰的一张身份证复印
件。 该身份证复印件上印有 “张
杰” 的姓名， 显示其出生日期为
1962年1月，而她的实际年龄出生
时间是1952年，二者相差10岁。

对于张杰虚报年龄入职一
事， 公司在法庭上表示： “我们
这种行业是不招聘60周岁以上
的。 因为年龄大了作这种行业有
风险， 如果我们知道她的真实年
龄是不会招用她的。”

张杰否认上述身份证复印件
是她交给公司的。 她表示， 公司
明知她的真实年龄。 “在入职的
时候 ， 我就声明年龄超过了60
岁。 不然， 公司不会用比较低的
工资雇佣我。”

根据法院的调查， 张杰的月
工资是1800元。

北京市一中院在该案二审期
间查明， 特意洁公司认可张杰为
该公司员工， 此前的2011年， 她
就在本公司工作过， 期间有多次

辞职经历。 虽然特意洁公司提交
了载有虚假信息的身份证复印
件， 但其不能证明这是张杰本人
所交的 ， 而且张杰对此予以否
认， 故法院对公司的抗辩意见不
予采纳。

对于公司是否应当赔偿张杰
这一问题 ， 北京律师赵金涛表
示， 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的基本
原则， 雇员对自己的个人情况有
如实告知的义务。 如果雇员存在
提供虚假信息或有所隐瞒的行
为， 可能会导致双方之间签订劳
务合同无效， 但该合同的无效并
不能否认员工提供劳务事实的存
在。 因此， 在雇员提供劳务的期
间， 双方依然形成劳务关系， 单
位依然要支付劳务报酬。

本案中， 公司虽然以身份证
复印件证明张杰入职是提供了虚
假的身份信息。 但在这张身份证
复印件上没有张杰的签字， 且张
杰当庭否认入职提交过该身份证
复印件， 在公司没有其他证据予
以佐证的情况下， 这张身份证复
印件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既然如
此， 赵律师认为， 即使该证据是
真实的， 也不影响张杰为公司提
供劳务的事实， 更不能否认双方
劳务关系的存在， 故公司不仅应
当向其支付工资， 还要承担相应
的安全管理责任。 如果其在工作
中受到伤害， 公司还应承担赔偿
责任。

由此， 法院终审判决该公司
应当赔偿张杰住院期间的医药

费、 营养费等费用。

违反规定穿着高跟鞋
对自身损害也应担责

在本案审理中， 张杰穿高跟
鞋工作是否应该承担责任成为案
件焦点。

公司认为， 张杰未根据自身
身 体 情 况 和 工 作 环 境 选 择 工
作时应穿着的鞋履，因此造成伤
害，自身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尘
推有水， 并且非常大， 事发的时
候，她穿的是高跟鞋，这个是她自
己应该注意的。再者，她这种行为
也违反公司的相关制度规定。 ”

张杰认为， 她已经习惯穿高
跟鞋， 穿平跟鞋就无法行走。 况
且， 公司对她穿高跟鞋的事情是
明知的。

法官当庭询问张杰， 她所穿
着的高跟鞋有多高， 是否影响其
工作？ 张杰表示， 她的鞋跟不太
高， 是她平时习惯的高度， 不影
响工作。

法院审理后认为， 张杰虽然
已经习惯于穿着高跟鞋， 但其作
为成年人理应知道从事保洁工作
时穿着高跟鞋容易发生摔倒受伤
的危险， 因其未尽到必要的注意
义务是致使损害发生的原因之
一， 故酌情判定其承担10%的损
害责任。

对此， 赵金涛律师认为， 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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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条规定： “雇员在
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
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因此，
在劳务关系中， 雇员在提供劳务
过程中遭受人身伤害的， 单位应
承担赔偿责任。 如果雇员本身有
过错的话， 法院会基于公平责任
原则和过错责任原则， 根据过错
程度大小， 判决双方责任承担的
比例 。 法院之所以作出如此判
决， 依据正是这样的法理。

因工负伤精神受到影响
员工获赔3000元抚慰金

在案件中， 张杰不仅要求公
司赔偿她医疗费、 护理费、 交通
费、 误工费、 赔偿残疾赔偿金等
损失， 还专门要求对方赔偿精神
损害抚慰金5000元。

法院认为， 张杰的伤情经鉴
定伤残等级为十级， 酌情判决公
司赔偿其伤残赔偿金 76117元 。
对于营养费、 护理费等费用， 法
院都予以支持， 并酌情判决公司
承担90%的责任。 另外， 法院还
判决公司支付张杰7个月的误工
费， 以及5个月的护理费。

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一节。
法院认为， 鉴于张杰的伤情已经
构成伤残， 必然给其精神造成一
定的影响， 所以， 法院酌情判定
特意洁公司赔偿其精神损失抚慰
金3000元。

最终， 法院判决公司赔偿张
杰各项费用共计10万余元。

2011年5月 ， 王某就其所有
的机动车向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
强险， 保险期限自2011年5月28
日至2012年5月27日。

王某参保的保险条款约定 ：
发生意外事故时， 驾驶人在驾驶
证丢失、 损毁、 超过有效期或被
依法扣留、 暂扣期间或记分达到
12分仍驾驶机动车的， 保险人不
负赔偿责任。

2012年5月11日 ， 王某允许
的驾驶人宁某驾车与案外人相
撞， 造成两车车损。 交管部门认
定， 宁某负事故全部责任。

王某向案外人赔偿后， 向某
保险公司申请理赔。

保险公司审查王某的申请后
认为， 宁某的驾驶证在出事时扣
分已达12分， 符合保险合同免责
条款的情形。 因此， 保险公司拒
绝赔付。

不得已， 王某将某保险公司

诉至大兴区法院， 要求判决该公
司向其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
大兴法院审理认为， 《道路

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规定， 机
动车驾驶人在机动车驾驶证丢
失、 损毁、 超过有效期或被依法
扣留、 暂扣期间或记分已达12分
的， 不得驾驶机动车。 故保险公
司 制 定 的 免 责 条 款 中 的 该 项
事 由 属于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
规定情形， 理应被知晓和遵循，
且保险公司已对该条款用黑色字
体并在保单正面提示投保人阅
读， 原告以被告未尽明确说明义
务主张免责条款无效的意见， 法
院不予支持。

根据查明的事实可以确认 ，
宁某在驾驶证扣分已达12分的情
况下仍驾驶机动车， 其行为既违
反法律、 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

定， 又符合保险合同中约定的免
责事由， 故保险公司无需承担保
险责任。

据此， 法院判决驳回王某的
诉讼请求。

法官提示
结合本案审理情况， 大兴法

院康临芳法官提示： 驾驶人在驾
驶证记分达到12分的情况下， 应
当接受交警部门组织的相关培训
和考试， 重新取得驾驶证， 在此
期间不得驾驶机动车。 如驾驶人
驾驶机动车发生事故， 只要保险
公司将这种 “法律、 行政法规中
的禁止性规定” 作为保险合同的
免责事由， 并进行了提示， 该免
责条款即为有效。 一旦驾驶人违
反了此种保险条款， 被保险人以
保险公司仅尽提示而未尽明确说
明义务为由所提出的理赔要求将
得不到支持。

今年65岁的保洁员张杰（化名）在上班时摔成骨折，构成10级伤残。 她向所在的公司提出医疗费、伤残补助等索赔
要求，但是公司不同意。 公司提出，张杰穿高跟鞋工作，已经违反了公司的规定，再说张杰进入公司时虚报了年龄，因
此，公司不同意赔偿。

近日，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二审宣判， 按比例区分了员工和公司之间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