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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发工资又给费用，为何没有劳动关系？
编辑同志：

吴某开办了一家私营幼儿
园。 考虑到出入通道连接公路
且被树木遮挡视线， 为避免发
生交通事故， 吴某于三个月前
未经任何部门批准， 在公路拐
入通道的两边用钢筋、 水泥分
别设置了高15厘米、 下底宽95
厘米、 上底宽35厘米的三条黄
色减速带。 此后， 吴某还在路
旁设置减速慢行警示标志提醒
过往司机。

当晚， 我按惯例驾驶摩托
车途经该路段回家。 因不知道
路面发生改变， 我的摩托车与
减速带碰撞后失控并造成车
翻人伤 。 近日 ， 面对我的索
赔请求 ， 吴某一口拒绝 ， 其
理由是设置减速带的目的是
为了保障学生 、 家长 、 来往
车辆的安全， 是为了大局， 我
自己未注意环境变化只能自担
责任。

请问： 吴某的说法对吗？
读者： 吕春燕

吕春燕读者：

吴某的说法是错误的 ， 其
必须向你赔偿损失。

一方面， 吴某私设减速带
的行为违法。

《公路法 》 第四十六条规
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
公路上及公路用地范围内摆摊
设点 、 堆放物品 、 倾倒垃圾 、
设置障碍、 挖沟引水、 利用公
路边沟排放污物或者进行其他
损坏、 污染公路和影响公路畅
通的活动。”

《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一百
零四条指出： “未经批准， 擅
自挖掘道路、 占用道路施工或
者从事其他影响道路交通安全
活动的， 由道路主管部门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 ， 并恢复原状 ，
可以依法给予罚款。”

因此， 尽管吴某的目的在
于防范风险， 但由于其未经有
关部门批准 ， 且所设置的障
碍客观上造成了公路原有环
境 被 改 变 ， 影 响 交 通 畅 通 ，
所以 ， 这种行为也是必 须禁
止的。

另一方面， 吴某对事故的
发生具有过错。

减速带的安装， 必须拥有
较高的行驶和结构安全。 以保
证车辆通过时不会发生失控 、
重要安全部件不会出现断裂等
危险为前提 。 根据相关规定 ，
其宽度不得超过30厘米， 厚度
（高度） 不得超过5厘米。

与之对应， 吴某所设减速
带明显超标， 甚至已经成为路
障。 在此情况下， 吴某应当知
道存在隐患， 但其对可能出现
的损害疏忽大意或轻信可以避
免， 具有主观上的过失。 而你
遭受的损害， 恰恰是因为吴某
这一过失造成的。

之所以说吴某必须承担赔
偿责任， 还有一个原因是 《道
路交通安全法》 第一百零四条
规定， 针对道路实施的影响交
通安全的行为， “可以依法给
予 罚 款 ； 致 使 通 行 的 人 员 、
车 辆 及 其 他 财 产 遭 受 损 失
的 ， 依 法 承 担 赔 偿 责 任 。 ”
此外 ， 《侵权责任法 》 第六
条也指出： “行为人因过错侵
害他人民事权益， 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

颜东岳 法官

入职八个月无故被辞
市场专员要求赔偿

今 年 37岁 的 汤 琳 家 住 乌
鲁木齐 。 2015年 9月 28日 ， 经
介 绍 ， 汤 琳 入 职 北 京 一 家 科
技 公 司 。 公 司 股 东 兼 总 经 理
崔 某 安 排 她 担 任 市 场 专 员 职
务 ， 按 照 公 司 总 监 级 别 给 付
工资待遇 ， 月薪初步确定为 2
万元 。

汤琳说 ， 在职期间 ， 公司
未与她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 工
作期间 ， 公司只支付了她2015
年11月、 12月及2016年1月份的
工资 ， 其余月份均未支付 。 此
外 ， 她还为公司垫付了办公用
品采购费及相关人员的差旅费5.
5万余元。

“还没等我提出辞职， 公司
竟主动在2016年5月3日口头通
知我解除劳动关系 。” 汤琳说 ，
2016年5月20日， 双方正式办理
完毕解除劳动关系的手续 ， 但
公司未向她支付被拖欠的工资
及上述采购费和差旅费。

“我想好合好散， 要求公司
把账结了就算了 。 可是 ， 公司
老板徐某死活不同意 ， 还说双
方没有劳动关系 ， 不存在支付
欠薪的事。” 汤琳说， 老板这么
不讲理 ， 她只有诉诸法律途径
解决问题。

根据法律规定 ， 汤琳算了
一笔账 ， 并向仲裁机构提出申
请请求裁决： 1.确认2015年9月
28日至2016年5月20日期间她与
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2.公司向她
支付2015年9月28日至10月31日
期间的工资22758元 ； 3.公司向
她支付2016年2月1日至5月20日
期间工资73793元 ； 4.公司向她
支付在职期间未签订书面劳 动
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134666元 ；
5.公 司 向 她 支 付 违 法 解 除 劳
动合同赔偿金40000元 ； 6.公司
向她返还垫付的采购费及差旅
费 55000 元 。 以 上 费 用 合 计
326217元。

银行交易载明工资
公司称是劳务费用

仲裁庭审中 ， 汤琳提交银
行出具的个人账户明细查询 。
该明细显示 ： 代发工资一栏 ，
交易时间分别为2015年12月23
日、 2016年1月27日、 2016年2月
25日 。 支付工资对方账户名称
为公司 。 同时 ， 该账户明细中
还显示公司向汤琳支付过交通
费、 资料费、 差旅费。

公司对银行交易明细的真
实性不持异议 ， 并承认其确实
向汤琳支付过上述费用 ， 但不
承认上述费用属于工资 ， 也不
认可与汤琳存在劳动关系 。 其
理由是支付上述费用的人是崔
某 ， 崔某现在是另外一家公司
的法定代表人 ， 此前曾担任公
司总经理 。 不过 ， 崔某与本公
司是合作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

对此 ， 公司提交法院判决
书 ， 证明经法院判决认定崔某
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
公司称 ， 崔某在利用公司授权
其管理公司日常经营过程中 ，
在内部凭证上签字以劳务费的
形式向汤琳支付工资及差旅费
等费用 。 同时 ， 公司提交记账
凭证及工资表 ， 上面明确注明
支付汤琳的费用为劳务费 ， 且
报销的差旅费主要是崔某往来
新疆从事第三人公司的业务 ，
与本公司的业务无关。

汤琳还提供其往来新疆 、
韩国 、 美国之间的机票 ， 证明
其受公司指派出差采购相关物
品 。 公司承认机票的真实性 ，
不认可汤琳前往以上目的地是
为公司办事 ， 且受公司指派 。
即使是受崔某指派 ， 也不代表
是公司指派、 为公司办事。

汤琳为证明与公司之间存
在劳动关系 ， 向法院提供机票
行程确认单、 电子客票行程单、
携程旅行网情况说明 、 采购商
品的订货单及住宿费发票等相
关证据 ， 这些票据有一部分经

过公司报销。
公司对汤琳这些证据不认

可 ， 称报销人汤琳及批准人崔
某到异地及国外外出实际为旅
游 ， 并无公司指派的具体工作
内容 。 汤琳所提供的采购商品
的订货单均是为崔某的公司所
采购 ， 采购的商品均为日常生
活用品 ， 与本公司的业务毫无
关联。

多项证据形成链条
劳动关系未被确认

在仲裁庭审中，汤琳不能就
其一个人同一天在北京同一个
酒店产生的3个房间的费用作出
合理说明，且无从事公司工作需
要住酒店的证据材料。 此外，还
查明公司2016年考勤统计表中
没有汤琳的姓名，其社会保险是
由崔某创办的公司缴纳的。

鉴于多项证据均指向劳动
关系不成立 ， 仲裁裁决确认汤
琳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既然无劳动关系 ， 其仲裁请求
就失去了法律支持的基础 ， 因
此 ， 裁决驳回汤琳的全部仲裁
请求。

汤琳不服裁决 ， 向法院提
起诉讼。

法院前往崔某处调查核实
汤琳工作情况 ， 崔某称 ， 汤琳
去公司工作是公司老板徐某邀
请的 ， 因公司长期拖欠劳动者
工资 ， 相关账号被法院查封 ，
无法为汤琳缴纳社会保险 ， 他
才为汤琳缴纳社保 ， 而汤琳的
工资则由公司支付。

崔某对公司提供的工资表、
付账凭证 、客户回单 、差旅费报
销单 、 支出凭单真实性没有异
议， 承认上面的签字是他签的，
并称他当时在担任总经理职务，
其作为公司管理者在上述文件
上签字属于正常履行职务。

崔某说 ： “徐老板作为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 ， 对公司财务
支出有绝对的控制力 ， 不管是
谁签字， 最后必须通过徐某的U

盾 。 所以 ， 每一笔财务支出 ，
徐老板都是明知的。”

法院审理查明 ， 汤琳与公
司之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
其社会保险由第三人公司缴纳，
虽然汤琳提供了银行交易明细，
证明了公司向其支付劳动报酬
的事实 ， 但公司不承认相关款
项的发生是工资 。 该费用系崔
某利用授权在内部凭证及支出
凭单上签字 ， 以劳务费的形式
向汤琳支付工资及差旅费等费
用 。 这一点 ， 公司提交的记账
凭证 、 工资表 、 支出凭单能够
证明 ， 且其扣缴的税款也是以
劳务费的形式进行扣缴 ， 而非
以工资的形式进行扣缴。

同时 ， 汤琳提供的机票行
程确认单 、 采购商品的订货单
等 ， 经法院核实报销的差旅费
主要是崔某往来新疆的费用 ，
与公司的业务无关 。 汤琳提供
的往来韩国、 美国之间的机票，
不能证明系从事公司指派的工
作 ， 汤琳也没有提供受公司指
派出差的证据。

因汤琳提供的采购商品的
订货单均不是为公司所采购 、
且采购的商品均为日常生活用
品 ， 与公司的业务毫无关联 ，
在崔某与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
的情况下 ， 法院认为崔某利于
职权在以劳务费形式支付的汤
琳工资 ， 不能作为认定汤琳与
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

由于汤琳未能向法院提供
接受公司管理及公司指派从事
具体工作内容的证据， 所以，法
院认定汤琳与公司之间形成的
法律关系为劳务合同关系，而非
劳动关系 。在此情况下 ，由于汤
琳所请求支付欠薪、违法解除劳
动关系赔偿等均属于劳动争议
案件的受理范畴 ，所以 ，法院对
其请求不予支持。

汤琳不服法院判决提起上
诉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 ，原审判
决事实清楚、 适用法律正确，故
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报记者 赵新政

汤琳认为， 她受公司管理并按照公司的安排进行工作取得报酬， 双方之间存在实实在在的劳
动关系。 因公司拖欠工资且无故将其辞退， 所以， 她有权要求公司向其支付欠薪及未签订书面劳
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等32万余元。

为此， 她向仲裁及一审法院提交了银行交易记录及采购费用、 差旅费用清单， 以证明公司与
其存在劳动关系。 而公司虽承认这些证据是真实的， 也确实向她支付过相关费用， 但称这些钱属
于劳务费、 不是工资。

依据公司提供的会计凭证等证据， 仲裁和法院均认定双方之间系劳务关系。 基于此， 驳回了
汤琳的全部请求。 她不服法院判决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于6月6日再次判决驳回其请求。

案情介绍：
李某于今年3月中旬入职某

公司，签订了3年的劳动合同，试
用期为6个月。 签订合同当天，公
司人事部门向李某交代了公司
纪律要求，也告知了李某该公司
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的情况。
该公司规定，员工在试用期内非
法定事由累计迟到超过3次 ，视

为不符合公司的录用条件，公司
有权解除劳动合同。 5月20日，该
公司向李某发出了《试用期员工
辞退通知》，由于李某无故迟到5
次，不符合转正条件。 而李某告
知公司，自己已经怀孕，根据《劳
动合同法 》的规定 ，公司不能单
方解除劳动合同。 公司认为李某
不符合公司录用条件，坚持解除
合同。 李某来到天通苑南法律援

助工作站进行咨询， 作为孕妇，
在试用期是否能被辞退？

法律分析：
《劳动合同法》 第39条的规

定 ， 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
录用条件的 ， 用人单位可以解
除劳动合同 。 第42条规定 ， 女
职工在孕期、 产期、 哺乳期的 ，
用 人 单 位 不 得 依 照 本 法 第 40

条 、 第 41条 的 规 定 解 除 劳 动
合 同 。 李 某 在 明 知 公 司 规 定
的 情 况 下 ， 违 反 了 公 司 试 用
期 录 用 条 件 ， 公 司 可 以 根 据
《劳动合同法 》 第 39条的规定
解 除 劳 动 合 同 ， 不 受 第 42条
限 制 。 天 通 苑 南 法 律 援 助 工
作站建议李某， 若对公司辞退
的决定不服 ， 可以依法申请劳
动仲裁。

怀孕女职工在试用期是否能被辞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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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门口私设减速带
如酿事故须担赔偿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