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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下达“不可能实现”的任务指令

合同约定工作地
制度规定全告知

王先生于2010年1月1日入职
某制药公司 ， 担任医药代表 。
2014年4月1日， 制药公司与王先
生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双方在劳动合同中约定： 按照合
同中约定的王先生的联系地址，
公司为其递送材料。

此外， 劳动合同还约定： 王
先生的工作地点在山东省济南
市， 王主要从事药品信息传递 、
沟通、 反馈等工作。

此后， 公司向王先生送达了
员工手册。 员工手册中载明： 拒
不服从或者拖延执行公司安排或
者工作的合理指令， 工作态度散
漫， 属于一般违纪， 给予书面警
告处罚； 如果员工在12个月内累
计受到2次及以上书面警告处罚，
将视为严重违纪， 公司可以解除
与该员工的劳动合同。

工作完成不合规
警告处分身上背

王先生在工作过程中需要邀
请演讲者参加学术活动， 并就演
讲者的劳务费向公司报账。 2015
年10月至2016年8月期间 ， 王先
生邀请过演讲者参加学术会议，
但在公司多次要求下， 未就相应
演讲者的劳务费向公司报账。

2016年10月， 公司按照王先
生在双方劳动合同中约定的联系
地址， 向王先生邮寄了书面警告
信， 并以王先生 “在2015年10月
至2016年8月期间存在演讲者的
劳务费不能及时报账的情况， 在
地区经理及时跟进并多次辅导、
督促的情况下仍拒不执行， 属于
拒不服从或者拖延执行工作安排
或者工作的合理指令、 工作态度
散漫” 为由， 决定给予王先生书
面警告处分。

不按要求来面谈
警告处分再相随

2016年 8月 29日 18时 22分 ，
王先生的领导， 即制药公司的大

区经理向王先生发送电子邮件，
要求王先生于2016年8月31日下
午14时到江苏省苏州市就演讲者
劳 务 费 没 有 及 时 报 账 问 题 进
行面谈。

2016年 8月 31日 18时 24分 ，
大区经理第二次向王先生发送电
子邮件， 要求其于2016年9月1日
下午14时到江苏省无锡市就演讲
者劳务费没有及时报账问题进行
面谈。

2016年9月1日18时39分， 大
区经理第三次向王先生发送电子
邮件， 要求王先生于2016年9月2
日下午14时到江苏省无锡市就演
讲者劳务费没有及时报账问题进
行面谈。

而王先生未按照上述电子邮
件中要求的时间到相应地点与大
区经理进行工作面谈， 并于2016
年9月5日9时就上述电子邮件的
要求向大区经理的上级领导发送
电子邮件。

王先生在邮件中表示： 对于
大区经理简单粗暴的管理和单方
认定旷工的做法， 我不知道该怎
么办， 现求助老板给予指导。

2016年11月， 公司按照王先
生在双方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地址
向王先生邮寄了书面警告信， 其
上载明： “王先生， 大区经理于
2016年8月29日、 8月31日及9月1
日分别通知你在苏州、 无锡进行
工作面谈， 在以上3次的指定时
间里你均没有按照要求出现在指
定地点， 也没有提前与大区经理
进行沟通， 该行为属于拒不服从
或者拖延执行工作安排或者工作
的合理指令、 工作态度散漫的情
况。 公司经过讨论， 决定给予你
书面警告处分”。

两受警告被开除
员工不服提索赔

2017年2月 ， 制药公司在征
得工会同意后， 以王先生 “在12
个月内累计受到两次书面警告处
罚” 为由， 与王先生解除了劳动
合同。

此后， 王先生到济南市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以下简称
“济南仲裁委”） 申请劳动仲裁 ，

要求公司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赔偿金29万元。 2018年3月，
济南仲裁委作出裁决： 制药公司
向王先生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赔偿金24万元。

公司不同意济南仲裁委的裁
决， 起诉至北京市大兴区法院，
要求判决其无需向王先生支付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后一警告不合理
解除行为违法规

大兴法院审理认为， 制药公
司给予王先生的第二次书面警
告， 其处罚的事实依据是王先生
未 能 按 照 大 区 经 理 的 通 知 要
求到苏州、 无锡参与工作面谈，
且未与相应领导进行提前沟通。
从实际情况看， 公司是在下午下
班之后向王先生发送电子邮件，
要求其第三天甚至第二天下午到
距离其工作地点遥远的地点面
谈。 因此， 公司这一做法不能保
证王先生能及时看到电子邮件，
也没有为王先生留足充分的准备
时间。

综合上述情况， 法院认为，
即便王先生在客观上未能参加大
区经理要求的工作面谈， 其行为
也没有达到 “拒不服从或者拖延
执行工作安排或者工作的合理指
令、 工作态度散漫” 的程度， 公
司据此给予王先生书面警告处罚
的做法， 显属不当。

根据查明的事实 ， 法院认
为， 公司与王先生解除劳动合同
的行为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以及公
司员工手册的规定， 王先生有权
要求公司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赔偿金。

最终， 大兴法院判决制药公
司向王先生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赔偿金近24万元。

制药公司不服一审判决， 上
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审理认为， 根据已经查
明的事实， 首先， 大区经理通过
发送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王先生
到有关地点进行工作面谈， 但发
送电子邮件的时间均为下班之
后， 并不能确保王先生能及时看
到电子邮件， 大区经理亦未举证

证实通过其他方式通知到王先生
本人， 那么， 王先生存在未能及
时收到上述通知的可能性， 而制
药公司亦未联系王先生， 要求其
就未能按时到相关地点进行面谈
的原因进行解释。

其次， 大区经理第二次与第
三次电子邮件的发出时间和邮件
确定的工作面谈时间的间隔过
短， 即使王先生正常工作时间收
到邮件， 亦存在无法按时赶到相
关地点进行面谈的可能， 制药公
司未能为王先生出差到相关地点
留足充分的准备时间。

再次， 王先生的工作地点位
于济南市， 而制药公司的大区经
理将苏州、 无锡确定为工作面谈
地点， 其要求王先生到距离其工
作地点遥远的地点进行工作面谈
的做法欠妥。

据此， 法院终审判决驳回公
司的上诉请求， 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单位安排工作须合法与

合理兼备

审理本案的法官认为， 工作
安排的合法性是指用人单位的工
作安排或工作指令应符合法律规
定。 而工作安排的合理性是指用
人单位的工作安排或工作指令应
合乎情理， 不应对员工提出过于
苛刻的工作要求， 其内容应符合
社会公众的认知， 在一般人能够
完成的范围之内。

本案中， 制药公司在下班时
间向王先生发送电子邮件， 要求
其在指定的时间到与其工作地点
距 离 遥 远 的 城 市 进 行 工 作 面
谈 。 这样的工作安排显然不具
合理性， 没有考虑到王先生可能
不能及时看到电子邮件或是看到
了电子邮件， 但因时间紧迫而无
法在规定时间赶到指定地点的
可能性。

因此， 在王先生没有完成公
司上述不合理工作安排时， 公司
给予王先生书面警告处罚， 进而
基 于 书 面 警 告 处 罚 与 王 先 生
解 除 劳 动 合 同 ， 是 违 反 法 律
规定的。

闫俊慧 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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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介绍：
北七家镇居民罗女士到北七

家法援工作站求助， 罗女士称自
己与丈夫章某2006年在甘肃老家
领证结婚 ， 2010年二人来京务
工， 在北七家镇购房居住， 户籍
都还在甘肃， 近年来俩人感情破
裂， 协商之下决定离婚， 想知道
夫妻不在结婚登记所在地能离婚
吗， 该去哪离？

法律分析：
根据我国 《婚姻法》 等法律

法规的相关规定， 离婚有协议离
婚和诉讼离婚两种方式。

想要协议离婚， 《婚姻登记
条例》 第十条第一款规定： “内
地居民自愿离婚的， 男女双方应
当共同到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
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
记”， 罗女士可以与丈夫持载明
双方自愿离婚的意思表示以及对
子女抚养、 财产及债务处理等事
项协商一致的意见的离婚协议书
共同到一方户口所在地婚姻登记
机关办理离婚登记。

想要诉讼离婚，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二条规定： “夫妻一方离开
住所地超过一年， 另一方起诉离
婚的案件， 可以由原告住所地人
民法院管辖。 夫妻双方离开住所
地超过一年， 一方起诉离婚的案
件， 由被告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
管辖； 没有经常居住地的， 由原
告起诉时被告居住地人民法院管
辖”， 且此司法解释第三条、 第
四条明确规定公民的住所地是指
公民的户籍所在地， 公民的经常
居住地是指公民离开住所地至起

诉时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
方 ， 但公民住院就医的地方除
外， 因此罗女士与丈夫任何一人
都可以到对方经常居住地昌平区
人民法院起诉离婚， 没有必要回
结婚登记地离婚。

代驾期间发生交通事故
不能要求车主工伤赔偿
编辑同志：

为了补贴家用， 我常会
利用闲暇时间担任代驾。 两
个月前， 张某因醉酒无法开
车， 以150元的价格雇我送其
回家。 途中， 由于同向而来
的黄某违章驾驶， 导致两车
相撞， 我受到伤害。 经交警
部门认定， 黄某负事故的全
部责任。

事后， 黄某向我赔偿了
全部损失。 当我以在工作时
间、 因为工作原因受伤， 要
求张某给予工伤赔偿时， 却
被他拒绝， 其理由是我的情
形并非工伤， 更何况我已经
从黄某处得到赔偿。

请问： 张某的说法对吗？
读者： 刘露珠

刘露珠读者：
张某无需承担你的工伤

赔偿责任。
一方面， 你并不属于工

伤保险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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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确实
是在驾车期间、 在车内、 由
于驾车受到伤害， 从表面看
来， 似乎应当构成工伤。

事实却不是这样的， 因
为该条例第二条第二款还指
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的企业、 事业单位、 社会团
体、 民办非企业单位、 基金
会、 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
务所等组织的职工和个体工
商户的雇工， 均有依照本条
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的权利。” 即构成工伤的前提
之一， 在于受到事故伤害者
必须是 “职工”， 对方必须是
“用人单位”。

而张某只是以个人身份
临时雇佣你 ， 并不是什么
“组织 ” 或 “个体工商户 ”，
你也仅仅是临时被雇佣， 目
的在于完成单一的代驾任务，
即不属于 “职工”。

另一方面， 你无权享受
双重赔偿。

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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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条规定： “依法应当参
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
的劳动者， 因工伤事故遭受
人身损害， 劳动者或者其近
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
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
告知其按 《工伤保险条例 》
的规定处理。 因用人单位以
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
人身损害， 赔偿权利人请求
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这就是说， 员工因第三
人侵权受到人身损害的， 享
有分别来自侵权和工伤的双
重赔偿， 但因其中已明确必
须以 “工伤” 为前提， 而你
并不构成工伤， 自然也就不
能适用。

此外，上述司法解释第十
一条还指出：“雇佣关系以外
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
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
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
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
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
偿。”因此，在你已经从黄某处
获得赔偿情况下，就失去了对
张某的索赔权。 颜东岳 法官

夫妻不在结婚登记所在地，能离婚吗？

处分员工不成 反而赔偿24万
作为公司员工， 王先生无疑要遵守公司的各项制度规定， 其工作也必须服从上司的安排。 可是， 由

于上司的工作安排不合理， 在客观上又不可能完成， 所以， 在公司以王先生不服从指挥、 未完成相应的
工作为由解除其劳动关系后， 双方产生争议。

近日， 这起横跨京鲁两地的劳动争议案件， 经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审理终于画上了句号， 涉案公司
须向王先生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24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