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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暂停减肥项目
因为待工教练请辞

2007年11月24日， 时年29岁
的贺永刚入职北京一家运动医学
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担任减肥项
目教练一职。 2011年1月，双方第
三次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期
限至2013年12月31日止。 期间，贺
永刚继续担任教练， 每月10日前
支付工资， 月工资按公司对岗位
的薪酬要求执行。

合同同时约定， 公司生产工
作任务不足使贺永刚待工时，按
国家最低生活保障金支付其生活
费。 该合同到期后又续签至2018
年12月31日。

2016年4月28日，公司向贺永
刚送达《待岗告知书》。内容为：因
公司已全面暂停各项业务进入停
业整顿状态， 您所在减肥训练营
的工作也相应停止。 根据合同约
定，经公司领导研究批准，决定您
自2016年5月1日开始待岗， 待岗
期限为3个月，截止日期为2016年
8月1日。到期后，您的工作安排根
据公司当时业务状态，另行通知。

告知还指出：1. 由于待岗期
间没有具体、固定工作任务，待岗
工资为每月1400元， 公司仍负责
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 个人部分
仍由个人承担；2. 国家及公司规
定的正常工作时间， 您需每天按
时出勤，公司如安排待岗培训、学
习及其他活动，您需按要求参加。

贺永刚在该告知书上写明 ：
“本人对此事项不认可”。

2016年6月18日，贺永刚向公
司递交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内容为：我是贵公司员工贺永刚，
自2007年11月入职， 担任副总经
理一职，每月工资为1万元。 工作
期间， 公司一直未给我足额缴纳
社会保险费。 现公司未经我本人
同意， 于2016年5月1日起私自降

低本人的工资标准， 这种行为导
致我生活困难， 感觉在公司工作
无任何保障， 被迫于即日起解除
劳动合同。

员工要求支付补偿
仲裁法院均未支持

“这里不用我， 我可以到其
他单位就职。 而公司这种做法就
是拖延时日， 逼员工自动请辞 。
其目的不过是想省一笔经济补偿
费用。 而我要求的正是经济补偿
和工资差额 ， 公司自然不会答
应。” 贺永刚说， 不得已， 他提
起仲裁申请。

贺永刚请求裁决公司向其支
付 ： 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78158元 ；2016年6月工资7356.22
元、5月工资差额7574.39元及25%
的经济补偿金3732.7元。 此外，还
有2011年1月1日至2016年6月18
日未休年假工资16620.6元。 这些
款项共计113441.91元，可裁决仅
让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标准向其
支付2016年6月1日至18日期间的
工资及25%的经济补偿金。

贺永刚向法院起诉称， 公司
未经其同意， 私自对其进行调岗
并降低工资待遇。 其多次与公司
沟通要求恢复原工作岗位、 恢复
原工资待遇， 公司均不予理睬，
也不予说明。 当他发现公司一直
未足额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后，
以 公 司 严 重 违 法 侵 害 合 法 权
益 为 由 ， 提出解除双方劳动关
系。 基于此， 他请求法院支持其
上述诉求。

公司辩称， 贺永刚系主动请
辞， 公司无需向其支付经济补偿
金。 其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1700
元＋司龄工资80元＋不固定绩效
和提成。 由于公司2016年初即暂
停经营，故没有不固定绩效工资、
提成和奖金了， 每月只有基本工
资和司龄工资共计1780元。 对于

其要求的工资差额， 公司不予承
认。且已支付其5月工资和仲裁裁
决的6月工资。 至于年休假，2013
年以后的已休完， 以前的因超过
保存期限无法查找， 故不同意其
全部诉讼请求。

法院审理认为， 双方劳动关
系存续期间，由于公司发生亏损，
经股东会决议决定进行停业整
顿，故存在教练员辞职、部分学员
提前退营等情况。根据公司现状，
贺永刚处于无岗位工作状态。 依
据合同约定， 公司有权根据经营
实际确定贺永刚工资。 在公司所
支付工资数额不低于约定标准和
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下，
贺永刚主张5月份的工资差额缺
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法院还认为， 公司已为贺永
刚缴纳社会保险， 至于是否足额
缴纳， 并非其提出解除劳动合同
的法定理由。 鉴于双方系贺永刚
提出解除劳动合同， 公司表示同
意而解除劳动关系， 该解除情形
不符合由劳动者提出并由用人单
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法定情形，
故其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没有事
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关于6月的工资数额 ， 仲裁
委按照双方合同约定裁决公司向
贺永刚支付并无不妥。 仲裁委同
时裁决公司向贺永刚支付该期间
工资25%的经济补偿金， 公司表
示同意并已实际履行， 法院予以
准许。

根据公司提供的 《考勤汇总
统计表》《员工休假申请单》，法院
认为公司已按国家规定安排了贺
永刚带薪年休假， 贺永刚未提供
争议期间未休年假的相关证据，
故驳回此项请求。

不按合同安排就业
理应支付离职补偿

贺永刚不服判决， 持原诉理

由提起上诉。
庭审时， 贺永刚主张其在公

司工作初期， 工资构成如公司所
说 。 但 2013年底升任教练部经
理后月工资为4500元， 有工资条
为证。 2015年3月起， 其升任为
公司副经理 ， 月工资为1万元 ，
也有工资条为证。 公司对这些工
资条的真实性不认可， 主张贺永
刚在公司没有过升职， 也没有调
过薪。

二审法院查明， 贺永刚2014
年1月-2015年2月月工资为4500
元， 2015年3月-2016年4月月工
资为1万元。 公司提供的2013年
《员工续签合同审批表 》 显示
“贺永刚表现优异， 建议薪金适
当上调”， 《劳动合同续签通知
书》 上载明 “希望继续聘用贺永
刚， 新的合同期限内， 若工资发
生调整， 另行通知。”

鉴于贺永刚提供的工资条清
晰 完 整 ， 所 载 工 资 信 息 栏 目
及扣款、 税后金额无不实迹象，
结 合 以 上 合 同 审 批 表 、 通 知
书 ， 二审法院采信贺永刚的主
张。 经核算， 公司需再向其支付
5月工资差额2574.39元 ， 6月工
资差额2326元。 因原判6月计薪
期间有误 ， 5月工资差额的25%
经济补偿金于法无据， 二审法院
不予支持。

由于合同约定贺永刚从事教
练工作， 公司因自身经营状况变
化导致其工作岗位不复存在， 双
方 可 就 劳 动 合 同 内 容 进 行 协
商 变 更 。 因双方未能就此达成
一致意见， 此时公司单方决定让
贺永刚待岗， 并主张合同变更为
以 待 岗 方 式 履 行 缺 乏 法 律 依
据 。 二审法院认为 ， 依法订立
的劳动合同具有约束力， 公司未
按照约定提供劳动条件， 迫使贺
永刚主动辞职， 理应支付经济补
偿。 据此， 终审判决支持贺永刚
此项请求。

志愿服务中受伤害
能否享受工伤待遇？
编辑同志：

我是一家公司的职工 ，
也是一名志愿服务者。 一个
月前， 我利用双休日和其他
五名志愿者一起， 主动来到
本地一家养老院义务打扫卫
生。 在拖地时， 我不慎从楼
梯上滚落， 全身多处受伤。

近日，我以公司已经为我
办理工伤保险为由，要求工伤
保险机构给予工伤待遇，但被
告知我的情形不构成工伤。

请问： 工伤保险机构的
说法对吗？

读者： 曾思颖

曾思颖读者：
你的情形不构成工伤 ，

不能享受工伤待遇。
一方面， 志愿者不属于

工伤保险意义上的职工。
《工伤保险条例》 的立法

目的之一， 在于 “为了保障
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
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
和经济补偿”。 其中所指的职
工， 是指达到法定年龄， 具
有劳动能力， 依据法律的规
定或合同的约定， 在用人单
位的管理下， 以从事某种劳
动获得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
的公民。 即获取劳动报酬是
劳动者从事劳动的主要目的，
具有利益性与利己性。

志愿者虽然同样付出劳
动，但其的目的并非为了获取
劳动报酬。 因此，从行为目的
性看，你在开展志愿服务时并
不属于“职工”，不能享受《工
伤保险条例》所规定的待遇。

另一方面， 你不具备工
伤的构成要件。

虽然 《工伤保险条例》第
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在工作
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
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应当认
定为工伤，但其中三处所指的
“工作”，都仅仅局限于与用人
单位有关的工作，而不包括与
用人单位无关的工作。

你是在志愿服务期间 、
在志愿服务场所、 因为志愿
服务导致伤害， 由于此服务
与公司的工作无关 ， 因此 ，
你不属于工伤， 不能享受工
伤待遇。

不过， 你的损失也是能
够获得补偿的。

《民法总则》 第一百八十
三条规定： “因保护他人民
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 ，
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 受
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 没
有侵权人、 侵权人逃逸或者
无力承担民事责任， 受害人
请求补偿的， 受益人应当给
予适当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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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条
也指出： “帮工人因帮工活
动遭受人身损害的， 被帮工
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被帮
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 不承
担赔偿责任； 但可以在受益
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 帮工
人因第三人侵权遭受人身损
害的， 由第三人承担赔偿责
任。 第三人不能确定或者没
有赔偿能力的， 可以由被帮
工人予以适当补偿。”

根据以上规定， 在养老
院对你的志愿服务没有拒绝，
你也付出了劳动的情况下 ，
你可以要求养老院适当予以
补偿。 颜东岳 法官

合同约定任务不足时可待工 员工辞职后却索要经济补偿

减肥教练主动请辞亦应给付补偿

《劳动合同法》 第46条规定， 符合7种法定情形的， 用人单位须向劳动者支付离职经济补偿金。 减肥教练
贺永刚向公司主动请辞后， 由于他的情况不能与上述法定情形相对应， 加上认识上的不同， 不仅公司认为依
法不应向其支付经济补偿， 就连仲裁委和一审法院也这样认为。

原来， 贺永刚与公司在劳动合同中约定， 当公司生产工作任务不足导致其待工时， 按国家最低生产保障
金支付工资。 但真正遇到这种情况时， 他又不能接受工资由万元到千元的巨变， 于是提出辞职。

3月25日， 二审法院拍板定案： 因公司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条件， 迫使贺永刚提出解除劳动合
同， 应向其支付经济补偿。 经核算各项金额合计83058.39元。 其中， 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为78158元。

案情介绍：
李某与葛某于2005年结婚 ，

2008年育有一子， 婚后一家三口
与葛某叔叔共同生活。 2011年李
某、葛某办理离婚手续，离婚后上
述四人仍共同生活。 2017年11月，
葛某妹妹葛小某对李某提起诉
讼，要求李某归还2007-2016年间
代其领取的占地补偿款及其他补
贴。 李某认为自己所领款项均用
于自己和葛某、葛某叔叔、孩子四
人日常生活， 且李某只领取了其
中一部分， 其余是由葛某及其叔
叔领取的， 为什么单单将自己作

为被告呢？ 李某到百善镇法律援
助工作站进行咨询， 她能否追加
葛某、葛某叔叔为共同被告？

法律分析：
追加被告是指在民事诉讼过

程中， 为查明案件情况， 经当事
人申请或人民法院依职权追加相
关自然人、 法人或其他组织为被
告的行为。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
规定： “必须共同诉讼的当事人
没有参加诉讼的， 人民法院应当
通知其参加诉讼。”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 第七十三
条规定： “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
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 人民法
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
十二条的规定通知其参加； 当事
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
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
应当进行审查， 申请理由不成立
的 ， 裁定驳回 ； 申请理由成立
的， 书面通知被追加的当事人参
加诉讼。” 对提出追加申请的当
事人是原告还是被告法律没有具
体规定， 故被告申请追加共同被
告不违反程序法的规定。

但是， 民事诉讼中被告能否

申请追加被告应视情况而定， 要
区分是否是必须共同诉讼案件。
在本案中， 李某涉诉的纠纷为共
同侵权需连带承担责任的纠纷，
属于必须共同诉讼案件范围， 因
此， 李某应当可以向人民法院提
请追加被告。

民事诉讼中被告可以申请追加共同被告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