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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介绍：
为了方便生

活， 罗某在自家
封闭的后院墙内
挖沟引入自来水
管 道 ， 加 装 水
池 ， 在 施 工 期
间 ， 邻居汪某4
岁的女儿自行来
到罗家进入后院
玩耍， 被施工现
场 材 料 绊 倒 摔
跤， 导致其左臂
摔成骨折， 住院
治疗花去1万余
元。 汪某以罗某
施工现场未采取
安全措施， 致使
其女摔伤为由 ，
要求罗某承担汪
某 之 女 住 院 费
用。 罗某则认为
汪某的女儿在没
有家长看护的情
况下， 自行来到
罗家后院， 自己
的 责 任 导 致 摔
伤， 于是双方当
事人来到回龙观
法律援助工作站
咨询， 该由谁承
担汪某之女住院
费用？

法律分析：
我国 《民法

通则》 第一百二
十 五 条 规 定 ，
“在 公 共 场 所 、
道旁或者通道上
挖坑、 修缮安装
地下设施等， 没
有设置明显标志
和采取安全措施
造 成 他 人 损 害
的， 施工人应当承担民事
责任。” 罗某是在自家封
闭的后院墙内施工， 而非
法律所指的 “公共场所、
道旁 、 通道上 ”， 因此 ，
罗某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
采取安全措施的义务。

汪某的女儿是4岁的
幼童， 属于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 根据《民事通则》第
18条第1款 “监护人应当
履行监护职责， 保护被监
护人的人身、 财产及其他
合法权益， 除违背监护人
的利益外， 不得处理被监
护人的财产。 ”的规定，监
护人应保护被监护人的人
身安全，此事件中，监护人
未尽监护之责， 应当承担
全部责任。

最后， 双方当事人通
过工作人员的法律分析，
汪某认识到此事件中自己
应负的责任， 表示在以后
的生活中， 看管好自己的
孩子， 保护孩子的人身安
全 。 罗某愿意支付汪家
2000元表示慰问， 祝愿孩
子早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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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年度的年终奖推迟到今
年5月才发放， 此时已经离职3月
的员工还有资格获得这笔奖金
吗？ 很多员工离职后可能就没想
过再索要这笔钱， 认为自己离职
以后与单位不再有什么关系了。
可是，偏偏有人对此事较真。

32岁的刘某， 以前在汤美费
格（上海）服饰有限公司北京分公
司担任导购职务。最近，她就要求
公司向她支付 2017年的年终奖
2700元。 对她这项要求公司一口
拒绝，公司的理由是：刘某2018年
1月31日与公司的劳动合同终止，
公司决定不再续约。 而年终奖是
在5月发放的，公司没有向已经离
职3个多月的员工发奖金的道理。

被公司拒绝后， 刘某向北京
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请求法律
援助 。 在该中心公职律师帮助
下， 她于近日拿到这笔迟发的年
终奖。

导购求助：
年终奖被原单位扣发

今年2月，刘某来到北京市总
工会法律服务中心咨询。

她说，她于2015年2月入职汤
美费格（上海）服饰有限公司北京
分公司担任导购员。在公司干了3
年后，今年1月底由于劳动合同到
期，公司不再与她续签劳动合同。

“在我申请仲裁之后公司答
应补偿我3个月的平均工资补偿，
但是，公司说年终奖和房屋补贴、
办理VIP卡奖金等都不会发给我。

公司的理由是， 因为我已经不在
公司上班， 而年终奖要在我离职
以后才会发放，所以不再给我。后
来， 公司又不承认要向我发放房
屋补贴和办理VIP卡奖金等事情
了，这是我不能接受的。 ”刘某说，
她认为年终奖和房屋补贴都是
2017年工资的一部分， 如果公司
不支付这些费用就等于变相克扣
她的工资。

法律服务中心公职律师杨玉
竹接待了刘某。听完她的讲述后，
杨律师为她办理了法律援助手
续，并成为她的代理律师。

仲裁裁决：
只有在职员工才有年终奖

2018年2月，刘某向仲裁机构
提交了劳动争议仲裁申请， 要求
裁决公司支付其年终奖等福利。

刘某向仲裁委提交了公司
《员工手册》等证据。 《员工手册》
第3章规定：“固定年终奖，公司将
按员工当年在本公司的服务的时
间比例发放相当于一个月基本工
资的固定年终奖……在发放固定
年终奖时， 员工必须是在职的身
份才具备领取资格。 ”

公司表示，这份《员工手册》
确实存在。 “依据以上规定，刘某
已经离职， 不符合发放年终奖的
条件。 ”公司还表示，2018年1月31
日之前， 公司没有支付全员2017
年的年终奖，直到2018年5月才支
付2017年终奖。 而刘某在年终奖
发放之日已离职3个多月了。按往

年惯例， 刘某不享有领取2017年
年终奖的资格。

5月2日， 仲裁委开庭审理此
案，并根据《员工手册》的规定，认
定刘某不享有领取2017年度的年
终奖资格， 只裁决公司支付刘某
房屋津贴等待遇。

争议焦点：
年终奖是前一年的工资吗

刘某对仲裁裁决不满， 杨玉
竹律师协助她向北京市东城区人
民法院递交了诉状。

刘某的诉求仍然是追索年终
奖。 杨律师在提交给法院的代理
意见中指出，《员工手册》中“发放
年终奖时必须是在职身份才具备
领取资格”的内容违反法律规定，
应认定为无效。

根据年终奖的性质， 杨律师
认为， 年终奖是对员工上一年辛
勤工作的奖励 。 刘某已经完成
2017年整年的工作， 完全具备享
受领取资格。刘某离职后，公司不
发 放 其 上 一 年 度 年 终 奖 本 身
就属于延期支付劳动报酬， 是违
法行为， 公司在这方面是存在过
错的。

公司辩称，其设置“固定年终
奖金” 的目的是为了鼓励员工在
下一年度更好地工作。因此，公司
规定发放固定年终奖时， 员工必
须是在职身份。

对于“固定年终奖”究竟属于
上一年度工资， 还是为了鼓励员
工在下一年度更好地服务， 原被

告在法庭上争论不休， 成为一个
重要的争议焦点。

法院认定：
年终奖属于前一年度劳动报酬

经过审理， 法院认为刘某与
公司均提交 《员工手册》 作为证
据。该手册规定“在发放固定年终
奖时， 员工必须是在职的身份才
具备领取资格。 ”而年终奖是一年
终结后对劳动者已完成上一年度
工作状况的奖励， 公司仅以发放
上一年度年终奖时劳动者是否在
职作为领取标准是对劳动者获得
劳动报酬权利的损害。

公司承认其已于2018年5月
发放2017年度年终奖， 刘某此时
不在职是因双方劳动合同到期所
致。据此，法院认为公司应按照刘
某的工资标准支付其2017年年终
奖2700元。

最终， 法院判决公司支付刘
某年终奖等待遇。

对此判决结果， 杨玉竹律师
说， 年终奖是公司自主给予员工
的一项福利。 如果公司发放了年
终奖，或者规定有年终奖，那么，
这些奖项即属于工资的一部分，
员工有权领取。不过，年终奖的发
放不具强制性。 有的公司没有年
终奖福利， 员工就不能强行要求
公司支付年终奖。 尽管年终奖始
终属于劳动报酬的一部分， 企业
可以自主决定是否给予， 但决定
给付后就不能随意克扣。 该判决
即体现了这一规则。

8月17日， 北京市第二中级
法院法官就 “恋人互赠礼物” 相
关案例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

该法官介绍说， 随着我国经
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婚恋关系中相互给付的财物也从
一般性的衣物、 首饰等发展为汽
车、 房产等较大价值的物品及非
实物性消费。 而日益贵重的物品
往往给个人及家庭造成一定程度
的经济负担， 恋人发生矛盾， 在
此时提出分手往往会因婚恋期间
给付财物的处分问题产生分歧，
甚至引发激烈矛盾。 对此， 法官
建议， 恋人之间对于大额经济来
往应及时作出明确约定， 避免让
物质成为 “感情枷锁”。

案发：
男子巨额馈赠后恋爱失败

李某与女友孙某是经人介绍
相识的。 孙某称双方恋爱期间确
实讨论过结婚事宜， 但从未有过
婚约。 2010年10月双方因是否结
婚、 婚姻形式、 婚俗以及婚后是
否要孩子产生矛盾， 联系日益减
少。 后来， 因李某向公安机关报
案， 称孙某存在诈骗行为， 双方
恋爱关系彻底结束。

李某称， 由于孙某答应做其
女朋友， 应其要求下， 他购买了
一枚价值9000元的钻戒， 一对价
值6000元的耳饰， 一条价值3000
元的项链， 作为定情信物。

因二人交往是以结婚为目
的， 所以， 在孙某要求下， 李某
又购买价值1.2万元的金手镯交
付孙某母亲； 此后， 孙某又以过

生日为由， 要求其购买了一块价
值2.5万元的欧米茄手表 。 因孙
某称婚后需要用车并承诺在春季
结婚， 李某于2011年给付孙某现
金20万元。

孙某认可收到钻戒一枚、 耳
饰一对、 项链一条、 欧米茄手表
一块及现金20万元， 但主张上述
物品及款项均系李某自愿赠与，
与二人是否结婚没有关系。 关于
金手镯， 孙某称李某因担心孙某
母亲不同意二人交往， 故主动赠
与其母亲金手镯， 与孙某没有任
何关系。

2010年11月， 李某以孙某存
在诈骗为由， 向公安机关报案。
公安机关对孙某进行询问， 并制
作询问笔录。 孙某在笔录中陈述
的给付上述物品原因与李某所述
基本一致。 关于20万元款项， 孙
某称李某知道其要买车， 李某说
双方快要结婚了 ， 婚后也需要
车， 故主动给其20万元。

此外， 孙某在询问笔录中称
李某之所以给其款项和礼物， 是
因为她与李某关系不错， 双方已
谈到结婚。 公安机关经审查， 最
终作出不予立案通知。

判决：
结婚意愿落空大额现金返还

法院审理认为， 本案中， 李
某认为他是基于结婚目的， 为女
友孙某购置钻戒、 耳饰、 项链及
手表， 但李某自述给付钻戒、 耳
饰、 项链系作为二人确定恋爱关
系的定情信物， 给付手表是作为
孙某的生日礼物， 且李某未提供

充分证据证明给付上述物品是以
结婚为目的， 故李某以结婚期望
落空为由， 要求孙某返还上述物
品对应的价款， 缺乏事实依据，
法院难以支持。

关于20万元现金一节， 根据
李某当庭陈述及孙某的询问笔
录， 可以认定二人恋爱期间谈论
过结婚事宜。 现双方均认可李某
之所以同意给付孙某20万元用于
购车， 是因为李某已考虑到双方
将要结婚，婚后也需要用车，故李
某是基于结婚目的将上述款项给
付孙某， 但由于双方实际并未结
婚，李某期望落空，法院认为孙某
应当返还李某该款项。 对于金手
镯， 由于该饰品是李某直接给予
孙某母亲的， 且李某自述是作为
第一次见孙某母亲的见面礼，故
李某以结婚目的落空为由要求孙
某返还该饰品对应的价款， 缺乏
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 法院判决孙某返还李
某20万元。 驳回了李某的其他诉
讼请求。

建议：
恋爱双方不要借婚姻索取财物

法官介绍 ， 2012年至 2017
年， 北京二中院审结的涉恋爱婚
约财产纠纷案件94件。 在此类案
件中， 传统的现金、 首饰仍是主
要诉争财产载体， 90%以上的案
件系通过现金的方式给付礼金，
金 额 从 1万 元 到 30万 元 不 等 ，
95%以上的案件存在给付钻戒 、
金银首饰等情形， 对于现金系彩
礼双方一般争议较小。

涉及汽车、 房产等大额财产
纠纷案件也不在少数。恋爱期间，
男方出资为女方购买汽车、 房产
的， 约定男方婚前房产婚后归对
方单独或双方所有的； 女方陪嫁
汽车、房产的情况较多。同时恋人
之间的非实物性花费也日益增
多，如旅游、教育培训等，而且有
些数额还比较大，一旦产生纠纷，
双方对此往往争议很大。

婚恋财产纠纷不仅涉及到婚
约当事人双方， 也涉及到双方的
家庭， 有时还涉及到介绍人和亲
友， 具体情况错综复杂， 在统计
的案件中， 明确主张对方骗婚的
就有6件 ， 其中既有法律问题 ，
又有地方习俗、 人情事理及道德
评价问题， 双方当事人对立情绪
严重， 导致调解工作难做。

法官表示， 法律对婚约的成
立要件缺乏明文规定， 只能结合
当地的风俗习惯来判定。 财产给
付一般是双方父母及亲友在场，
往往不会出具字据等书面证明材
料。 而在场人往往是一方或者双
方的亲友， 或者碍于情面不愿意
出庭作证或者所作证词完全偏袒
一方， 导致案件审理中财产给付
方往往难以证明财产给付的事实
或给付目的， 在接受财产方 “不
认账” 的情况下， 造成当事人举
证和法院查证 “两难” 困局。

法官建议， 当事双方应摒弃
借婚姻索取财物、 高额彩礼等不
良习俗， 引导树立文明、 健康 、
理性的婚恋观。 同时建议夫妻、
恋人之间对于大额经济来往及时
作出明确约定， 避免让物质成为
“感情枷锁”， 引发矛盾和纠纷。

□本报记者 李婧

去年年终奖今年发 不让离职员工领

以是否在职当奖金领取标准，错！

恋爱失败 送给女友的首饰巨款能要回吗？ □本报记者 李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