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同志：
半个月前， 我突然收到

一条交通违章手机短信， 说
据交通电子眼拍摄， 我的小
车于一个月前在某高速路段
有过多次超速行驶、 进入隧
道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等。

事实上， 那个路段距离
我数百公里， 我不但从没去
过， 也没有将车借给他人使
用前往。 我怀疑自己是 “被
违章 ”， 可能是他人套用车
牌或拍摄有误所致。

请问 ： 针对这种情况 ，
我能否通过向法院提起行政
诉讼， 请求撤销违章记录？

读者： 俞彩芸

俞彩芸读者：
你 无 权 就 此 提 起 行 政

诉讼 。
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

必须是针对具体的行政处罚
决定而言。 本案中， 交警部
门只是在网上公布违章记
录 ， 并不是最终的处罚决
定。 从法律角度分析， 有以
下原因：

一方面， 违章记录只是
行政处罚的证据。 《道路交
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
定》 第十九条规定： “自交
通技术监控设备收集违法行
为记录资料之日起的十日
内， 违法行为发生地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对记录
内容进行审核， 经审核无误
后录入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
理系统， 作为违法行为的证
据 。” 即电子眼拍摄到的违
章记录， 仅是交警部门对违
法行为人违反交通规则作出
行政处罚的证据。

另一方面， 交警部门向
你发送交通违章短信属于履
行处罚前的告知义务。 《道
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
序 规 定 》 第 二 十 条 规 定 ：
“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
违法行为信息录入道路交通
违法信息管理系统后三日
内，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应当向社会提供查询； 并可
以通过邮寄 、 发送手机短
信、 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机
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 。 ”
即交警部门向你发送的交通
违章短信， 属于执法行为信
息， 即使有可能导致处罚结
果， 但该信息还不属于最终
的处罚决定。

再者， 违章记录具有不
确定性。 交警部门对接受处
理的监控违章行为人， 通过
一定方式告知机动车驾驶员
或车主， 目的在于保证驾驶
员或车主的申辩权 。 如确
实属于被盗抢期间发生的
违章或者因使用套牌车而
给合法车辆造成的违章记
录等等 ， 交警部门应当及
时 予 以 消 除 。 也 就 是 说 ，
违 章 记 录 并 非 不 能 改 变 。
只有在事实客观存在的情
况下 ， 才具有最终性和确定
性， 交警部门才可以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

与之对应， 你可以如实
向交警部门反映并请求消除
相关记录， 无需也不能通过
行政诉讼来撤销违章记录。

颜东岳 法官

【维权】11专题

出差期间休息日加班如何界定？ 怀疑车辆被他人套牌违章
可以通过行政诉讼撤销吗？

老师参加暑期培训受伤是否算工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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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平区司法局

职工个人需缴纳工伤保险费吗？
肖某来到公司一年多了。在

职期间，肖某认为公司的各项规
章制度都很好，公司也很讲究信
用 ，除按时发工资外 ，还为员工
缴纳社会保险、工伤保险费等。

前几天 ， 公司突然称其因
投资工程 ， 造成经济紧张 ， 希
望员工自己出一部分钱缴纳工

伤保险费用 ， 帮助公司渡过难
关 。 听老板如此讲话 ， 有的员
工认为自己应该帮公司走出困
境 ， 同意公司的要求 。 肖某等
认为缴纳工伤保险是公司的责
任 ， 员工个人不应承担工伤保
险费用 。 依照法律规定 ， 肖某
等人的说法正确吗？

律师解答
在本案中，肖某等人的说法

是正确的，他们不需要答应公司
的请求。 因为法律明确规定，用
人单位应当按时缴纳工伤保险
费，职工个人不缴纳工伤保险费
用。 用人单位为职工缴纳工伤保
险费用是其应尽的责任，不能将

其责任强加给职工个人。
本案中 ， 公司的要求是违

反法律规定的 ， 侵犯了职工的
合法权益 ， 肖某等人无须答应
公司的请求 。 如果公司强制要
求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 ， 职工
可以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 李德勇 律师

暑假期间， 学校组织了为期
半个月的教师培训。 某天培训结
束后，小崔老师刚从班车上下来
时正巧被一辆逆行的送餐电动
车撞倒 。 医院认定她为腿部骨
折，需在家休养3个月。 小崔问是
否能够申请工伤，校方答复等她
休假回来再处理。 小崔老师想尽
快知道结果，打通天通苑南司法
所电话进行咨询。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

的规定》 第4条规定： “职工参
加用人单位组织或者受用人单
位指派参加其他单位组织的活
动受到伤害的 ， 人民法院应予
以支持其工伤认定。” 虽然处于
暑假期间 ， 小崔老师在参加学
校组织培训时受伤 ， 并不影响
其工伤认定 。 但是 ， 按照 《工
伤保险条例 》 第14条规定 ， 职
工在上下班途中 ， 受到非本人
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的构
成工伤 。 小崔是在上下班途中

受到伤害的 ， 如果小崔在事故
中承担非主要责任 ， 就能够认
定为工伤 。 因此 ， 小崔老师若
想 申 请 工 伤 认 定 ， 必 须 按 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
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
要求， 提交其事故责任认定书。

天通苑南司法所的工作人
员告诉小崔老师，可以联系肇事
者或者与交警队沟通，找到一些
现场的目击证人，或者直接调取
事发地段的监控视频来证实现

场情况 ， 出具一份事故责任认
定。一旦交警认定其负事故非主
要责任，小崔老师就可以顺利进
行工伤认定。

邰怡明 插图

【基本案情】
鲍某于2014年3月24日入职

A公司担任投资总监， 双方签署
了期限为2014年3月24日至2019
年12月7日的劳动合同。 在职期
间， 鲍某经常前往A公司业务开
展地出差 。其中 ，存在出差期间
跨休息日的情况，鲍某提交机票
行程详情截图，以及他自行整理
的《双休日加班统计》，证明他在
出差期间的休息日也在加班。

机票行程详情截图载明鲍
某在职期间曾多次往返于北京
和贵阳、南昌、广州 、铜仁等地 ，
出差期间共包含35个休息日。对
此，A公司认可其曾安排鲍某出
差，但主张不清楚具体出差时间
和地点。A公司还认可机票行程
详情截图的真实性，但主张由于
鲍某已离职，无法核实其上载明
的外出行程是否为其公司安排
的出差。

《双休日加班统计》 上详细
载明了鲍某35个休息日在出差
地的工作内容， 包括拜访客户、
洽谈合作 、调研项目 、汇报方案
等。对此，A公司以《双休日加班
统计》为鲍某单方自行整理为由
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主张出
差跨周末不代表周末存在加班，
其公司加班须经审批。

鲍某未提交其他证据佐证
其关于出差期间休息日加班的
工作内容。 双方均认可A公司员
工出差享有出差补助，标准为80
元/天。

【申请人请求】
要求A公司支付35个休息日

加班工资。

【处理结果】
驳回鲍某的申请请求。

【仲裁理由】
双方均认可A公司员工出差

享有出差补助，标准为80元/天，
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院对此予以确认。
A公司认可机票行程详情截

图的真实性，东城区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
予以确认。

A公司认可其曾安排鲍某出
差，但记不清楚具体出差时间和
地点，又主张无法核实机票行程
详情截图上的外出行程是否为
其公司安排的出差，故东城区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依据机票行
程详情截图，对鲍某关于其在职
期间共有35个休息日在外地出
差的主张予以采信。

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
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
任。出差期间的工作安排较为自
主灵活，鲍某主张其上述35个休
息日应A公司安排从事了拜访客
户、洽谈合作、调研项目、汇报方
案等工作，但《双休日加班统计》
为其自行整理，其既未提交其他
证据佐证其关于出差期间休息
日加班的工作内容，也未提交证
据证明系A公司要求其在休息日
进行上述工作内容，故鲍某提交
的证据不足以证明A公司要求其
出差期间利用休息日工作。

鲍某出差期间确实包含有
休息日，其正常的生活安排确实
受到一定限制，但这是由出差的
地域跨度、 交通方式等导致的，
鲍某作为劳动者应遵循用人单
位合理的出差安排 。A公司作为
用人单位已通过出差补助等制
度对鲍某的上述利益损失作出
了补偿， 鲍某要求A公司支付其
35个休息日加班工资的请求，依
据不足，不予支持。

【评析】
由于销售、咨询等行业的客

户分散性和业务跨区域性等行
业特征，上述行业的从业人员经
常需要出差以完成相应的工作
业绩和绩效指标。出差时间受出
差距离 、客户安排 、项目时长等
因素的影响，实务中许多劳动者
存在休息日仍在外地无法返回

的情况 ，那么 ，上述休息日出差
是否应当按照休息日加班为其
核算加班工资？在实践中应当综
合考虑下列因素：

1.出差时间是否为工作日跨
休息日。为完成某项工作任务而
安排劳动者周六出发、周日返回
的，此种情形下劳动者必然需要
在休息日开展相应业务工作，认
定为休息日加班并无不妥；若属
于较长时间的出差，出现工作日
跨休息日都在外地的情形，则需
考虑用人单位工作安排的意图
及是否有要求员工休息日工作
的故意，实务中不乏劳动者在工
作完成后留在出差地休息、游玩
的情况，此种情形下若劳动者主
张其存在休息日加班，则需要对
加班内容是否为用人单位业务
范围、加班安排是否由用人单位
作出等一系列内容进行举证。

2.出差期间是否确有加班事
实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劳
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 （三 ）》第九条规定 ：劳动
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
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动
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
班事实存在的证据，用人单位不
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
果 。相较于坐班而言 ，出差的工
作安排更加灵活，时间安排更加
机动， 考勤管理也更加宽松，这

就对劳动者在加班是否由用人
单位安排、加班内容是否具有有
效性和目的性、加班申请是否得
到相关领导审批等方面的举证
责任的要求更高，若劳动者无法
提交充足的证据证明上述加班
事实，则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
后果。

3.是否有关于出差补助的相
关规定 。 出差补助一般按天计
发， 补助标准与出差地住宿费、
交通费 、餐费等标准相关 ，其性
质是经济补偿，而加班工资则属
于工资报酬，两笔款项性质不同，故
若劳动者确有出差期间加班的
事实，则用人单位应当在给予补
助的同时支付加班工资；若用人
单位因公司管理或财务问题未
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出差补助
的，则劳动者应当要求用人单位
按照规定补足出差补助，而不得
仅以用人单位未足额支付出差
补助为由要求支付加班工资。

综上，针对存在长期出差或
频繁出差的特殊工作岗位，用人
单位可依法向劳动行政部门申
请不定时工作制，也可对本公司
规章制度中关于加班审批流程、
出差补贴发放依据等相关条款
及时进行修订，从而避免因加班
问题引发争议。

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院 王天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