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赵新政

赠品虽然是顾客索要
造成损害商家也得赔

近日， 游客黄女士在某景区
游玩时候， 看到景区的一个商店
里销售由子弹壳制作的飞机模
型， 因为黄女士儿子对军事非常
感兴趣， 黄女士就想购买此纪念
品带回家给孩子玩 。 谈妥价格
后， 黄女士突然想到， 自己是要
乘坐飞机回家的， 对于子弹壳能
不能带上飞机存在疑问， 因此就
询问了商店的老板， 老板表示这
个纪念品所使用的子弹壳并不是
真正的枪械所用弹壳， 而是一种
仿制品， 不属于违禁品， 可以通
过托运方式带上飞机。 得到此答
案的黄女士心里松了一口气， 在
离开景区的时候就又购买了几件
子弹壳制作的飞机、 坦克等模型
纪念品。

可谁知， 黄女士在乘坐市内
地铁的时候就遇到了阻碍， 地铁
安检人员告知黄女士， 这类子弹
壳纪念品属于危险品， 不能带上
地铁， 黄女士将商店老板的话告
知安检人员， 安检人员无论如何
也不同意黄女士带这些纪念品乘
坐地铁， 无奈之下， 黄女士只能
乘坐出租车辆前往机场。 哪知到
了首都机场后， 黄女士被告知子
弹壳纪念品依然无法带上飞机，
也无法托运。 为了不延误飞机，
黄女士只能将此商品丢掉， 才能
准时登机。

回到家后， 黄女士越想这件
事越心烦， 因此拨打了投诉举报
电话， 寻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
行帮助。

接到此投诉单后， 我所执法
人员立即与黄女士取得联系， 黄
女士表示离开景区已经近 10天
了， 不能准确描述购买商品的店
铺位置， 执法人员只能顶着炎炎
烈日挨家检查， 最终锁定了几家
销售子弹壳纪念品的商品， 并一
一进行询问， 最终找到了黄女士
购买纪念品的商店。 商店老板表
示该纪念品的确是仿制子弹壳制
作的， 不存在安全问题， 但是是
否能托运他并不确定， 为了卖出
商品才说可以托运的。 了解情况
后， 执法人员再次拨打了黄女士
的电话询问诉求， 黄女士表示不
再追究商店经营者责任， 也不需
要退款赔偿， 只希望我们执法人
员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进行规

范， 如果商品无法托运一定要进
行提示， 避免其他消费者再次遇
到此类问题。

随后， 执法人员对销售此类
纪念品的经营者全部下发了行政
提示， 要求经营者对于该类纪念
品不能托运事宜进行公示。

(延庆工商分局 王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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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员工因本人原因给单位
造成经济损失， 依据 《工资支付
暂行规定》 第16条规定， 单位可
按照劳动合同约定要求其赔偿，
并可从其工资中予以扣除。 而员
工致损的原因通常分为故意和过
失两种。 对于故意造成损失的，
该员工须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对
于因重大过失造成的损失， 单位
可要求其按过错程度进行赔偿。
同时， 可依据 《劳动合同法》 第
39条规定， 并参照企业规章制度
决定是否解除其劳动合同、 是否
支付离职经济补偿。

不过， 员工因一般性过失或
非故意造成经济损失的， 无论数
额大小均不应让其赔偿。 否则，
单位就有转嫁经营风险的嫌疑。
林立昆与其所在公司即因此发生
纠纷， 经过一年多的仲裁诉讼，
7月16日二审法院最终拍板： 在
林立昆因疏忽多付运费、 公司又
将该运费追回的情况下， 因公司
不能证明自身发生了实际损失，
故其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行为违
法， 应依法赔偿9.4万元。

因疏忽填错入库单
运输费用多付二倍

虽然林立昆今年只有36岁，
但他已经在北京这家饮料公司连
续工作了 16年 。 他告诉记者 ，
2001年12月29日入职后， 公司安
排他当司机 ， 每天除了迎来送
往 ， 偶然也给外地客户运送货
物。 由于工作勤快、 踏实肯干，
公司于2012年2月28日与他签订
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2016年1月，公司将他调到区
域配送中心当仓库管理员。 这项
工作与以前相比， 少了许多长途
跋涉的颠簸之苦， 工资也增加了
不少，他很满意。可是，到了当年9
月底， 公司发现他把多笔出库单
填错了，将实际未出库、不计运费
的货物记成了配送出库、 支付运
费。这样一来，一批货物就付出了
双份的运费。对此，公司以严重违
纪为由对他作出处分。

公司出具的员工违纪处罚表
载明： 林立昆违纪详情： 违规进
行系统操作 ， 造成运费双倍多
付， 给公司造成利息等直接经济
损失超过4000元。 详细描述 ： 9
月底在处理 “应送来送” 数据报
表时， 发现密云存在退库订单，

经合核此部分订单为代客存退
库， 但当月密云调度林立昆未向
运费结算员提供退库信息。 经配
送部彻查发现， 林立昆对系统错
误使用， 致使大量运费多付承运
商。 建议执行处罚： 解除合同。
员工本人 （签名）： 林立昆

“干工作哪儿有不出错的，
而且干得越多出错的机会越多。”
林立昆说： “我虽有错误， 但不
是故意的， 公司批评、 罚款怎么
都行， 但不能夺了我的饭碗！”

为让公司收回解除双方劳动
关系的决定 ， 他多次找领导认
错、 协商但没有用。 不得已， 他
于2017年3月28日向仲裁委申请
劳动争议仲裁， 请求确认2001年
12月29日至2017年1月15日期间
其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裁决公
司向他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
偿94694.4元。

然而， 仲裁委仅裁决确认双
方在相应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没
有支持他要求赔偿的请求。 他不
服裁决， 起诉至法院。

公司认定错误严重
执意辞退违纪员工

林立昆向法院诉称， 2017年
1月9日， 公司以其 “工作失误造
成公司损失” 为由解除他的劳动
合同， 该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
关系。 原因是他被调整为仓库管
理员岗位后， 公司未对他进行有
效的和有针对性的转岗培训， 因
此， 他在工作上出现一些问题在
所难免。 此外， 公司此类岗位上
均存在不严格按照规定操作的混
乱现象。 由于他的工作失误并未
给公司造成实际损失， 故公司解
除其劳动关系的做法违法， 应当
向其支付赔偿。

公司辩称， 林立昆系公司老
员工，知悉公司规章制度。把他从
司机岗位调整到仓库管理员岗位
后，公司及时对他进行了培训，他
应当知道自己承担的职责。 而他
由于工作失误， 导致公司向第三
方多支付2万多元运费，给公司造
成了损失。 鉴于其行为构成严重
违纪， 故公司依据员工守则的规
定与其解除劳动合同是合法的 ，
请求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 公司出
具了林立昆于2010年6月22日签
收的员工守则。该守则第2章第18

条规定：不履行工作职责，或工作
失误，使公司利益、形象受损害，
或使公司财产遭受损失金额4000
元以上的，属于严重违纪，公司有
权与员工解除劳动合同。

公司称， 林立昆当仓库管理
员后，主要负责密云、顺义区域的
运输配送管理及监控工作。 2016
年5月14日，公司对他进行了岗位
职责培训。 培训内容包括配送管
理制度监控，其中“每日部分”第7
条规定：“重点管理回库， 监控实
回原因，及时与业务、客服沟通，
降低回库率， 对未按流程操作的
回库作业从严处理。 ”

公司提交的717号配送装运
单显示： 计划出库日期：2016.08.
14；装运类型：配送出库；承运商：
聚运物流公司；货品总计：290.77
吨；运输调度签字：林立昆。

493的配送装运单显示：“计
划出库日期：2016.08.28； 装运类
型：配送出库；承运商：聚运物流
公司；货品总计：167.050吨；运输
调度签字：林立昆。

052 号 配 送 装 运 单 显 示 ：
“计划出库日期： 2016.09.15； 装
运类型： 配送出库； 承运商： 聚
运物流公司； 货品总计： 56.401
吨； 运输调度签字： 林立昆。

公司称， 从2016年1月至9月
多付运费汇总表上可以看出， 以
上3张配送装运单的运费金额分
别 为 ： 16865.06元 、 9688.9元 、
3271.26元 ， 这 些 钱 都 是 多 付
的 ， 其中前两个单子运费合计
26553.97元 ， 在当年9月底被发
现， 并于同年12月27日追回。 这
些 多 付 的 运 费 给 公 司 造 成 了
407.16元的利息损失。 另一张单
子上的运费， 由于公司及时发现
而未支付。

综上， 公司认为， 仅仅按照
已经多付的运费计算， 林立昆给
公司造成的损失已达 4000元以
上， 构成员工守则规定的严重违
纪行为， 应当解除劳动合同。

未能形成实际损失
解聘员工属于违法

在法院庭审中， 林立昆对公
司提交的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认
可。 他说， 公司主张的3笔运费，
其中有1笔未付款未给公司造成
损 失 。 另 外 2 笔 金 额 虽 然 有
26553.97元， 但发现得早并很快

追回， 也没有造成损失。 如果一
定说有损失， 那就是公司主张的
407.16元的利息损失。 而公司所
称他给公司造成的 “4000元以上
的损失”， 是按多付运费的总额
计算的， 这是不正确的。 公司依
据错误的计算损失的方式， 并做
出错误的解除其劳动合同的决定
是违法的， 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经查， 公司已将多付的运费
全部追回。 其中， 多付给聚运物
流公司的款项于2016年12月27日
追回， 多付给福马公司的款项于
2017年4月10日追回 。 公司主张
因多付给两家物流公司运费导致
的利息损失均在4000元以上， 其
计算依据是中国人民银行2016年
7月6日6个月至1年期贷款利率
6%为利率计算利息 ， 计息期间
分别为每笔款项当月付款时间至
追回时间。

法院认为， 当事人对自己提
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
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
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
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
的事实主张的， 由负有举证责任
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因用人
单位作出的开除、 除名、 辞退、
解除劳动合同、 减少劳动报酬、
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
生的劳动争议， 用人单位负举证
责任。 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规定解
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 应当按
照法律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
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本案中， 公司虽主张林立昆
造成公司损失达4000元以上， 并
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 但其无
证据证明实际发生的损失数额。
对此， 公司的解释是 ， 2017年1
月解除劳动合同时公司的运费损
失可否追回尚处于未定状态， 因
此实际发生的损失数额并不确
定。 后来， 公司又主张虽运费都
已追回， 但造成的利息损失亦超
过4000元， 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利
息损失是实际存在的， 且对利息
损失的计算方法未提交规章制度
作为依据， 亦缺乏合同或法律依
据。 因此， 法院对公司的主张不
予采信， 并认定其构成违法解除
劳动关系， 应向林立昆支付经济
赔偿94694.4元。

法院判决后公司不服提起上
诉， 二审法院审理后判决： 驳回
上诉， 维持原判。

公司解聘有过错员工为何败诉？ 编辑同志：
半个月前， 我与三名好

友逛街时， 恰遇一家母婴用
品店为招揽顾客 ， 推出满
1000元任意商品 ， 赠送价值
368元某品牌奶粉一罐的活
动。 因我只购买了860余元的
商品， 不符合获得赠品的条
件， 便央求店主给予照顾。

店主在我软磨硬泡下 ，
答应赠送我另一款牌子的奶
粉。 可我拿回家让宝宝食用
后 ， 出现上吐下泻的症状 ，
经医生诊断系食物中毒所致。

面对我的赔偿请求，店主
以奶粉是我缠着他索要的，且
赠品并非商品为由拒绝。 请
问：店主真的能因此免责吗？

读者： 许莹蓉

许莹蓉读者：
店主不能免责， 其必须

承担赔偿责任。
首先， 从合同角度上看，

店主应当给予赔偿。
尽管你按照店主的有奖

销售要求， 并不具备获得赠
品的资格， 但在你的要求之
后， 店主最终同意， 且已将
赠品交付给你， 这意味着双
方的意思表示已经达成一致，
彼此已经形成赠与关系。 同
时， 店主之所以将奶粉赠与
给你 ， 除了你 “软磨硬泡 ”
外， 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你
购买了860余元的商品， 如果
没有这个前提， 店主是不会
答应你的。 也就是说你们之
间的法律关系在本质上属于
附购买义务的赠与。

《合同法》 第一百九十
一条第二款规定： “附义务
的赠与， 赠与的财产有瑕疵
的， 赠与人在附义务的限度
内承担与出卖人相 同 的 责
任。” 因此， 店主必须就你所
受到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其次， 从消费角度上看，
店主必须担责。

不可否认，你与店主之间
形成了消费关系，你所获得的
奶粉虽与店主原定的赠品不
同，但同样具有赠品性质。 而
《零售商促销行为管理办法》
第十二条规定：“零售商开展
促销活动，不得降低促销商品
（包括有奖销售的奖品、赠品）
的质量和售后服务水平，不得
将质量不合格的物品作为奖
品、赠品。 ”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
第十八条也指出： “经营者
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
服务符合保障人身、 财产安
全的要求。 对可能危及人身、
财产安全的商品和服务， 应
当向消费者作出真实的说明
和明确的警示， 并说明和标
明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
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发生
的方法。” 因此， 店主用劣质
奶粉作为赠品， 违反了自身
的法定义务。

对由此导致的损害后果，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四十
一条已明确规定： “经营者
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造成消
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人身伤
害的， 应当支付医疗费、 治
疗期间的护理费、 因误工减
少的收入等费用， 造成残疾
的， 还应当支付残疾者生活
自助器具费 、 生活补助费 、
残疾赔偿金以及由其扶养的
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

颜东岳 法官

因工作疏忽多付数万元运费 单位追回损失后将员工辞退

延庆工商专栏

旅游纪念品， 购买之前先留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