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赵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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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如何认定工伤、 工伤职
工应享受什么待遇， 《工伤保险
条例》 的明确规定是： 在存在劳
动关系的前提下， 由劳动部门认
定是否属于工伤。 如果属于工伤
且参加了工伤保险， 则由工伤保
险基金向职工支付相应的费用。
否则， 由用人单位参照该标准承
担费用。

在北京一家混凝土搅拌公司
当司机的秦河林受工伤后， 该公
司不但不积极施救， 反而逼其妻
子隗某声明他与公司中断劳动关
系， 企图规避工伤赔偿责任。 这
招失灵后 ， 公司又状告劳动部
门， 称其工伤认定错误。

如此反复多次、 历经5场官
司、 穷尽全部法律程序、 拖延近
3年时间之后， 11月12日终审法
院仍认定公司必须承担赔偿责
任 。 不过 ， 秦河林对此并不乐
观， 他认为公司很可能不会就此
善罢甘休， 不排除在执行环节再
制造其他麻烦。

上班途中遭遇车祸
公司拒不承担责任

《工伤保险条例》第4条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参加工伤保
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职工发生
工伤时， 应当采取措施使工伤职
工得到及时救治。秦河林说，2013
年7月2日， 他应聘到北京这家混
凝土搅拌公司担任司机职务，双
方签订了一年期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虽然签了， 但社
会保险费用缴得不全。 养老保险
缴了， 但不是足额缴纳， 医疗保
险一分钱没缴。 对于司机来说风
险更大的工伤保险， 公司也没有
缴。” 秦河林说， 合同到期后双
方进行了续签， 最后一份合同的
终止日期是2016年12月31日。

2016年 6月 29日 6时 24分左
右， 秦河林驾驶二轮摩托车前往
公司上班途中， 在一个十字路口
转弯处与刘某无证驾驶的悬挂其
他车辆号牌的三轮农用运输车相
撞， 造成秦河林身体多处受伤。
经公安交通部门认定， 秦河林负
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

这次受伤后， 秦河林未再到
公司上班。 由于肇事人刘某家庭
贫困， 赔付能力有限且不积极赔
偿， 秦河林只得申请法院追加其
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责任。 经法院
判决， 他获得了部分赔偿。

可是， 秦河林因伤情危重，
不得不连续转院救治。 法院审理

案件时， 结合其伤情， 经北京市
高级人民法院随机摇号确定司法
鉴定机构， 得出的结论为伤残等
级为二级， 近乎植物人状态， 综
合赔偿指数为100%， 护理依赖
程度为完全依赖。 该结论在刑事
附带民事判决书中予以确认。

“如此严重的创伤，肇事方赔
付的钱不仅少而且给付得很晚，
根本不能满足治病的需要。 ”秦河
林之妻隗某说， 花光了家里的积
蓄，她只得找公司求助。而公司不
但不伸出援手， 反而让她代表丈
夫宣布与公司中止劳动关系。

公司急于中止合同
仲裁法院均不允许

既然不能从肇事者那里获得
补偿， 秦河林只能寻求享受工伤
待遇。 按照法律规定， 他请求公
司为他申请工伤认定。 公司不理
睬他， 他就自行向劳动部门提出
申请。 劳动部门告诉他： 要先确
认劳动关系， 待劳动关系确认之
后， 再进行工伤认定。

“我天天在公司上班， 自然
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秦河林
说， 他拿出自己的劳动合同证明
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但公司只
承认在一段时间内存在劳动关
系， 原因他的妻子已经代他消灭
了另一段劳动关系。

公司的依据是， 秦河林之妻
隗某在2016年6月30日口头提出
解除秦河林与公司之间的劳动关
系， 并就此提交3张日期为当日
财务支出凭证， 凭单上均有隗某
代领的签字。 凭单记载的钱款性
质分别为： 秦河林2016年5月、 6
月工资和退还的押金。

双方产生争议后， 隗某虽认
可支出凭单上她签字的真实性，
但称她是在秦河林受伤之后为支
付拖欠的医药费去公司领取的上
述钱款， 她并没有表示要求解除
秦河林与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

多次协商无果， 秦河林向仲
裁机构申请劳动仲裁， 请求确认
2013年7月2日至发生争议之日即
2017年5月27日与公司存在劳动
关系。 2017年7月7日， 仲裁委裁
决确认双方在上述期间存在劳动
关系。

公司不服裁决结果， 于法定
期限内起诉至一审法院。 其理由
是仲裁机构认定事实错误， 偏听
偏信、 显失公正， 请求法院确认
双方仅在2013年7月2日至2016年
6月 30日 期 间 存 在 劳 动 关 系 ，

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5月27日
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法院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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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司虽声称已于2016年6月30日解
除劳动合同， 但未能提供充足证
据加以证明， 秦河林亦明确表示
否认， 故法院不予采信。

公司与秦河林订立的劳动合
同虽于2016年12月31日期满， 但
秦河林所受伤害是否构成工伤尚
待劳动行政部门进行处理 。 同
时， 结合相关医疗机构的证明，
法院认为秦河林存在 《劳动合同
法》 第42条规定的情形， 在相应
的情形消失前， 公司不得与秦河
林终止劳动合同。

鉴于秦河林同意仲裁结果，
法院对此不持异议， 并确认秦河
林与公司在相应期间存在劳动关
系。 自2017年5月28日起 ， 秦河
林与公司的劳动合同是否续延，
需参考医疗机构或劳动能力鉴定
委员会的意见。 据此， 法院作出
了相应判决。

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上诉， 二
审法院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 维
持原判。

工伤认定事实充分
公司无理纠缠败诉

依托法院上述判决， 秦河林
顺利申请了工伤认定。 经劳动部
门严格审核， 最终确认秦河林所
受伤害构成工伤。

《认定工伤决定书》 载明，
秦河林系重度颅脑损伤， 原发性
脑干损伤， 额骨骨折， 胸部闭合
性损伤， 胸腔积液， 肺挫伤， 脾
破裂， 腰椎骨折。 受伤害经过系
上班途中遭遇车祸， 公安交通部
门认定其负事故次要责任。 鉴于
其符合 《工伤保险条例》 第14条
第6项之规定， 属于工伤认定范
围， 现予以认定为工伤。

收到该认定书后， 公司以区
人保局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

公司诉称， 被告作出 《认定
工伤决定书》， 认定第三人所受
伤害为工伤。 该工伤认定结论认
定的事实没有法律依据及事实依
据， 没有合法有效的证据。 第三
人所受伤害完全是自身原因造成
的后果， 应当自行承担责任。 被
告认定第三人所受伤害为工伤纯
属是滥用职权强行作出的， 依法

应当撤销。 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该
认定书， 判决被告不予认定第三
人所受伤害为工伤。

区人社局提交秦河林工伤认
定申请表、交通事故认定书、法院
确认存在劳动关系判决书等证
据， 证明其接到申请人的申请后
进行了受理、并作出举证通知书、
送达等行政行为。 依据相关法律
规定，作出上述工伤认定决定。

公司提交 《车队司机安全交
底制度》， 证明其针对企业职工
尤其是司机制定了规章制度， 第
三人秦河林已签字确认收悉该制
度的事实。 同时， 提交2016年6
月13日罐车司机值班表， 证明秦
河林所开车辆是18号车， 按照规
章制度应该是在2016年6月28日
当晚值班的车辆不准离岗。

由于秦河林违反上述制度，
离岗时未向车队队长说明， 故其
所受伤害不属于上班时间， 也不
应是在上班途中的时间， 其所受
伤害当然不能视同工伤。

法院认为， 依据 《工伤保险
条例》 相关规定， 区人保局对本
行政区域内的工伤申请具有依法
认定工伤的法定职责。 根据本案
合法有效的证据可以认定， 秦河
林在发生交通事故时与公司存在
劳动关系， 且系在上班途中受到
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

公司主张秦河林违反单位值
班不能回家的规定， 故所受伤害
不符合工伤认定的情形， 不应认
定为工伤， 法院认为， 公司提供
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值班制度实
行的真实性， 该主张缺乏事实依
据， 不予支持。

公司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人系
隗某而非秦河林， 故申请不符合
法律规定的主张， 依据 《工伤保
险条例 》 第17条第2款之规定 ：
“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
工伤认定申请的， 工伤职工或者
其近亲属、 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
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 鉴定为职
业病之日起1年内， 可以直接向
用 人 单 位 所 在 地 统 筹 地 区 社
会 保 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
申请。” 据此， 结合秦河林的伤
情， 隗某作为秦河林的近亲属直
接向区人保局申请工伤认定并无
不当 ， 公司的主张缺乏法律依
据， 不予支持。

综上， 依据 《行政诉讼法》
第69条规定， 判决驳回公司的诉
讼 请 求 。 公 司 不 服 该 判 决 提
起 上 诉 ， 近日法院终审判决驳
回上诉。

昌平区司法局

案情介绍：
百善镇某小区的张先生新买

不到一周的手机因屏幕摔碎需要
换屏， 通过淘宝联系了一家维修
店， 并选择寄修服务。 维修点修
好后将手机寄回， 然而被寄回的
手机却销声匿迹。

张先生分别找维修点和快递
公司要求赔偿， 维修点表示手机
已经寄出 ， 不该由自己承担责
任， 快递公司则表示没有报价，
可以按运费的数倍赔偿。 对此处
理结果不满意的张先生到百善法
律援助工作站进行咨询， 到底自
己该如何维权。

法律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

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 邮政普
遍服务业务范围以外的邮件的损
失赔偿， 适用有关民事法律的规
定。 《邮政法》 第五十九条的规
定， 快件的损失赔偿， 适用有关
民事法律的规定， 即 《合同法》
和 《快递市场管理办法》 的相关
规定。 《快递暂行条例》 第二十
七条也规定： 快件延误、 丢失、
损毁或者内件短少的， 对保价的
快件， 应当按照经营快递业务的
企业与寄件人约定的保价规则确
定赔偿责任； 对未保价的快件，

依照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确定赔
偿责任。

根据 《合同法 》 第六十一
条、 三百一十一条、 三百一十二
条的规定： 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
货物的毁损、 灭失承担损害赔偿
责任 （承运人能证明货物的毁
损、 灭失是因不可抗力、 货物本
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
托运人、 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
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货物的
毁损、 灭失的赔偿额， 当事人有
约定的， 按照其约定； 没有约定
或约定不明确的， 按照交付或应
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
计算。 法律、 行政法规对赔偿额

的计算方法和赔偿限额另有规定
的， 依照其规定。

因此， 如果维修点有证据表
明张先生的手机确已寄出， 张先
生和维修点有证据能够证明该手
机的货物价值， 即使没购买保价
也应获相应的赔偿。

手机寄修失踪，出了问题该谁担责？

否认劳动关系失败 又称工伤认定错误

公司无理纠缠难逃赔偿责任 编辑同志：
一家公司在网上发布招聘

持有国家电工证员工的消息
后， 我见待遇优厚， 觉得虽然
自己没有电工证， 但对相关作
业也略知一二， 便伪造了相应
证书应聘， 且最终被录用。 四
个月后， 得知真相的公司将我
解聘。

请问： 我能否基于公司没
有与我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而索
要二倍工资？

读者： 肖琳萍

肖琳萍读者：
你不能索要二倍工资。
一方面， 你与公司之间的

劳动关系无效。
《劳动合同法》 第二十六

条第 （一 ） （三 ） 项分别规
定： “以欺诈、 胁迫的手段或
者乘人之危， 使对方在违背真
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
劳动合同的” “违反法律、 行
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 劳动合
同无效。

《劳动法》 第六十九条也
指出： “国家确定职业分类，
对规定的职业制定职业技能标
准， 实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由经过政府批准的考核鉴定机
构负责对劳动者实施职业技能
考核鉴定。” 即国家为了规范
劳动力市场， 促进劳动者提高
自身技术业务素质， 维护社会
公共安全 ， 在一些技术要求
高、 关系人民身体健康财产安
全的职业中， 实行职业资格认
证、 就业准入制度。

鉴于电力作业的特殊性和
危险性， 国家已明令实行电工
证制度。 你违反强制性规定，
采用欺诈方式应聘、 就职， 无
疑当属其列。

另一方面， 你无权索要双
倍工资。

虽然 《劳动合同法》 第二
十八条只是规定： “劳动合同
被确认无效， 劳动者已付出劳
动的， 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
支付劳动报酬。 劳动报酬的数
额， 参照本单位相同或者相近
岗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确定。”
即其中并没有否定劳动者请求
用人单位支付双倍工资差额权
利。 该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同
样仅仅表明： “用人单位自用
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
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的， 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
倍的工资。”

也就是说 ， 只是将超期
“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
同” 作为 “支付二倍的工资”
唯一要件。

由是观之， 似乎劳动合同
是否有效已经无关大局。 其实
不然， 因为法律所保护的权利
必须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正
如该法第三条所言： “订立劳
动合同 ， 应当遵循合法 、 公
平、 平等自愿、 协商一致、 诚
实信用的原则。 依法订立的劳
动合同具有约束力， 用人单位
与劳动者应当履行劳动合同约
定的义务。” 在用人单位与劳
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因违反法
律、 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
况下， 无论是否书面签约， 劳
动合同均属无效， 尤其是如果
无效的原因源于劳动者， 却要
用人单位来承担二倍工资， 无
疑是对 《劳动合同法》 所确立
的基本原则的违反。 本案自然
也不例外。

颜梅生 法官

劳动关系无效，
能否索要二倍工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