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昌平区司法局

□本报记者 王路曼

编辑同志：
我所在公司实行按月发放奖

金制度。 近日， 公司发放上个月
的奖金时， 因曹某被安排去外地
学 习 ， 而 我 与 曹 某 既 是 同 乡
又 是 好友 ， 因此 ， 她曾委托我
代为领取。

当天下班回家时， 我将曹某
的奖金连同我的奖金放在同一个
手提包里， 手提包带子则紧紧系
在我的手腕上。 不曾想， 在乘坐
公交车的人流高峰中， 手提包被
他人切割， 全部现金被窃走。

请问 ： 我应否如数向曹某
赔偿？

读者：邹茹怡

邹茹怡读者：
你无需向曹某作出赔偿。
本案涉及到保管合同问题 ，

指的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
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曹某
委托你代领奖金， 等她回来再还
给她， 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保管
合同。

《合同法》 第三百七十四条
规定： “保管期间， 因保管人保
管不善造成保管物毁损 、 灭失
的， 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
任， 但保管是无偿的， 保管人证
明自己没有重大过失的， 不承担
损害赔偿责任。” 也就是说， 只
要同时具备两个要件， 保管人无
需对保管物的毁损、 灭失承担责
任： 一是无偿保管； 二是保管人
没有重大过失。

与之对应， 本案恰恰具备这
两个无需担责的要件：一方面，你
与曹某之间属于无偿保管。

《合同法》第三百六十六条规

定：“寄存人应当按照约定向保管
人支付保管费。 当事人对保管费
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 依照
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
定的，保管是无偿的。 ”本法第六
十一条指出：“合同生效后， 当事
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
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
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
充协议的， 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
者交易习惯确定。 ”

正因为你与曹某之间不涉及
报酬问题， 事实上根据同事之间
的交往习惯， 双方对这种举手之
劳的小事也不可能索要或支付报
酬，所以，你对曹某奖金的保管当
属无偿。

另一方面， 你对曹某奖金被
盗没有重大过失。

所谓重大过失， 是指行为人

能够预计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的
后果， 只是基于侥幸心理而继续
自己的行为。其特征在于：一是以
一般人在通常情况下是否能够注
意为标准， 一般人难以注意而没
有注意的，不属重大过失；一般人
能够注意而没有注意， 构成重大
过失。 二是行为人尽到与处理自
己的事务一样注意义务的， 不属
重大过失；反之，构成重大过失。

本案中， 你将曹某的奖金连
同自己的奖金放在同一个手提包
里， 为防止被盗还将手提包带子
系在自己的手腕上， 表明不仅彼
此的奖金享受“同等待遇”，你也
已经采取了相应的防盗措施。 然
而，他人借人流高峰、采取切割方
式行窃，这是你所难以预料的，因
此不存在重大过失。

颜东岳 法官

因在朋友圈发布公司关于减薪、迟发工资的决定，员工被解职。由于该员工并未给企业
带来重大损失，公司此举被认定违法。 结合本案，仲裁员提示———

专题【维权】12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wq@126.com│校对 吉言│美术编辑刘红颖│本版编辑 赵新政│２０18年 5月 8日·星期二

案情介绍：
赵女士和周先生因感情破裂

三年前离婚， 四岁的孩子判给男
方抚养， 赵女士每月定期给孩子
抚养费并有权探望孩子。 可是最
近周先生再婚后就不再让赵女士
看孩子， 理由是怕影响孩子和后
妈的感情。近日，赵女士来到天通
苑南法律援助工作站咨询， 她是
否可以因此不给付抚养费？

法律分析：
根据《婚姻法》第三十八条规

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
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
有协助的义务。 行使探望权利的
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
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第三十七
条规定， 离婚后， 一方抚养的子
女， 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
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 负担费
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 由双方
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
决。也就是说，没有取得抚养权的
一方给付抚养费， 是法律规定的
义务， 其不能因为对方不配合履
行探视权，而拒绝给付抚养费。如
果周某坚持不让赵女士看孩子，
赵女士可以去人民法院申请，由
法院判决探望孩子的时间。 至于
付给孩子抚养费， 是法律规定的
义务，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拒绝。

基本案情
2017年5月17日 ， 北京市某

教育科技公司以员工马某泄露公
司信息、 给公司造成恶劣影响为
由与其解除劳动关系。 马某不服
公司决定， 向北京市东城区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请求裁决公司向其支付违法解除
劳动关系赔偿金13.5万元。

某教育科技公司辩称， 其解
除马某的事实依据是： 2017年5
月16日， 马某在其朋友圈中发布
本公司因生产经营困难暂时对员
工减薪、 延迟发放工资的信息。
公司认为， 该行为泄露了公司信
息， 对公司造成了恶劣影响。

该公司提交的解除马某劳动
关系的制度依据是 ： 《员工手
册》 中关于 “员工不良行为管理
办法” 之规定： “使公司蒙受财
务或名誉上的损失的行为 ： B、
未经允许擅自向传媒介透露有关
情况给公司造成损失， 违反两次
可终止合同； ……K、 泄露公司
技术上或经营上的秘密给公司造
成损失； 或者利用公司名义在外
招摇撞骗导致公司名誉蒙受重大
损失 ， 违反一次可终止合同 。”
马某的行为符合这两种情形。

公司同时提交了 《员工手
册》 签收页， 该页签有 “马某”
字样， 签名日期为2016年6月22

日。 公司认为， 这种情况下， 马
某属于明知故犯。

此外， 公司还提交一份 《保
密协议》， 证明马某违反协议约
定。 该保密协议签约者甲方为某
教育科技公司， 乙方为马某。 双
方在协议中约定 ， 保密信息包
含： “6、 财务文件、 计算机程
序、 流程信息或数据样本、 计算
机软件、 规范图纸或设计及有关
公司之业务情况、 人员、 运营和
资产等方面的信息”。 该协议第3
条 “违纪处分” 规定： “若乙方
违反本协议的保密责任和义务 ，
甲方有权制止， 并视乙方给公司
造成的损失大小情况， 依据公司
规定给予调岗、 解除劳动合同的
处分……”

在仲裁庭审中， 马某认可自
己曾将公司发给员工的、 本公司
因生产经营困难减薪、 延迟发放
工资的邮件截图发到朋友圈， 但
其主张此举与公司的业务状况、
运营情况没有关系， 也没有给公
司造成实际损失。

另外， 马某虽认可 《员工手
册 》 签收页上自己签字的真实
性， 但辩称没见过 《员工手册》。
马某虽认可 《保密协议》 的真实
性， 但对公司主张其因违纪给公
司 造 成 名 誉 损 失 的 事 实 不 认
可 。 对此 ， 公司未提交证据予
以证明。

裁决结果
东城区仲裁委审理认为， 某

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解除马某劳动
关系的行为违法， 裁决该公司自
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一次
性支付马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
偿金13.5万元。

裁决理由
本案中， 因争议双方对劳动

关系解除的时间及方式无异议，
故仲裁委确认2017年5月17日由
公司提出与马某解除劳动关系。

因用人单位作出的解除决定
而发生的劳动争议， 用人单位应
对其作出的解除行为承担举证责
任。 故该公司主张因马某泄露公
司信息， 给公司造成恶劣影响，
依据 《员工手册》 《保密协议》
解除其劳动合同。

由于 《员工手册》 及 《保密
协议》 均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才
会导致解除的后果， 故本案的焦
点问题是： 马某在朋友圈发布公
司因生产经营困难减薪、 延迟发
放工资的邮件截图的行为能否认
定给公司造成损失。

对此问题， 仲裁委认为， 应
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考量：

一、 马某将公司因生产经营
困难减薪、 延迟发放工资的邮件
截图发布在朋友圈的行为的恶意

程度。
对于劳动者而言， 对用人单

位的决定、 安排有异议并行使异
议权时， 还负有遵守适当程序的
义务。 通常情况下， 员工发表不
当言论是基于其对目前工作现状
和待遇的不满和抱怨， 是自身情
绪的发泄， 其本身并无诋毁和冲
击单位的故意， 实际上不具有主
观恶意。 此时， 尽管公司规章制
度有明文规定， 但以违纪解除劳
动关系不妥。

可是， 如果员工是基于一定
意图的煽动，那么，其恶意程度就
明显违反劳动者应遵守的基本职
业道德。 若因此给公司造成恶劣
影响， 且达到使用人单位无法谅
解和容忍的程度，此时，用人单位
依据规章制度以违纪作出解除劳
动关系的行为应属合法有效。

本案中， 马某并无煽动或恶
意诋毁公司的主观故意， 其行为
只是出于抱怨， 且在事后及时删
除朋友圈信息， 遏制了不当言论
的扩散， 其恶意程度并未达到解
除劳动关系的程度， 故仲裁委认
为某教育科技公司以此解除其劳
动关系， 属于处罚过重。

二、 马某之行为造成或者可
能造成的损害后果。

如果劳动者传播不当言论只
是局限于一个较小且私密的范围
内， 那么， 其言论就不会对企业

的日常经营管理造成冲击， 即该
行为不会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害后
果。 然而， 如果劳动者在人数较
多、 受众较广、 影响较大的平台
发表不当言论， 就需要考虑该行
为是否会对用人单位的内部团
结， 甚至对外声誉、 经营效果造
成影响和经济损失。 如果单位因
此损失严重， 即可依据规章制度
以违纪作出解除劳动关系的决
定， 且应得到法律的支持。

本案中， 马某作为公司市场
部工作人员， 其朋友圈的受众对
象可能包含公司客户， 其在公开
平台发布公司因生产经营困难减
薪、延迟发放工资的消息，会在一
定程度上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
但是，马某及时删除了相关内容。
由于公司未向仲裁委提交证据证
明马某的行为给公司造成经济损
失或名誉损失， 故其以此为据解
除马某劳动关系明显不妥。

因双方均认可马某离职前12
个月平均工资为9000元， 故仲裁
委对该事实予以确认。 根据 《劳
动合同法》 第八十七条之规定，
结合马某的入职时间、 劳动关系
解除时间， 裁决该公司应向马某
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由于马某该项请求数额不超过法
定标准， 故仲裁委不持异议。

张琪 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前不久， 家住密云区的张某
通过淘宝平台购买吉林某公司治
疗仪一台， 价值2780元。 张某收
到货物后， 发现该公司少发了配
件电极片， 且没有提供收据和发
票。 于是， 张某通过网络平台申
请 退 款 ， 退 款 原 因 是 商 品 质
量问题。

张某认为该公司存在虚假宣
传、 缺少配件， 没有任何销售单
据、 发票、 资质证书以及专利凭
证等。 在被拒绝后， 张某将该公
司诉至法院， 要求支付货款及三
倍赔偿金。

法院审理后认为， 张某购买
理疗仪供自己使用， 可以认定张
某是一名普通消费者。 被告公司
作为经营者， 负有向消费者提供
有关商品的质量、 性能、 用途、
售后等信息的义务， 对该商品不
得作出虚假或使人误解的宣传。

经查， 涉案理疗仪不具有该
公 司 宣 传 的 功 效 ， 法 院 认 定
其 属 于虚假宣传 。 而张某受诱
导购买该商品， 进而做出错误的
意思表示， 因此， 该公司的行为
构成欺诈。

最终， 法院判决被告公司赔

偿原告张某货款及三倍赔偿金。

法官说法
日前， 密云区人民法院立案

庭法官高天刘云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 就此案做出了详细说明。

“法律上的欺诈是指一方当
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 或
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 诱使对方
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 高天刘
云法官说， 本案中， 被告公司误
导消费者购买不具有宣传功效的
理疗仪， 行为构成欺诈。

根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

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 经营者
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
的， 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
赔偿其受到的损失， 增加赔偿的
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
者接受服务费用的三倍。 因此，
张某可以获得三倍赔偿。

结合本案， 高天刘云法官提
醒，根据法律规定，经营者采用网
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
商品， 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
日起七日内退货， 且无需说明理
由。 因此，消费者在网购时，遇到
欺诈行为可以获得三倍赔偿。

网购电子产品遇欺诈 消费者可获三倍赔偿

离婚后不让看孩子
是否可以不给抚养费？

劳动者发表言论应遵循必要尺度

替工友保管奖金 若被盗应否赔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