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同志：
我所在的公司是一家子

公司。 因为我举报过子公司
的偷税漏税行为， 子公司一
直想寻找机会将我解聘。 近
日， 因我休年假时会见男友
超假2天， 子公司遂以母公司
规章制度中的相关规定， 对
应我的过错情形可按旷工予
以处理， 并且据此解除我的
劳动合同， 要求我立马走人。

针对公司的做法 ， 我以
其的规章制度中并无此规定，
其引用母公司规定处分员工
违法进行抗辩， 但公司不予
理睬。

请问： 子公司的做法对吗？
读者： 施雯雯

施雯雯读者：
子公司的做法是错误的，

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一方面 ， 子公司员工不

受母公司的规章制度限制。
《公司法 》 第十四条规

定： “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
设立分公司， 应当向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登记， 领取营业
执照。 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
格， 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
公司可以设立子公司， 子公
司具有法人资格， 依法独立
承担民事责任。” 即子公司可
以作为独立法人与劳动者订
立劳动合同、 建立劳动关系。

可是 ， 基于劳动合同的
相对性原则， 对应的权利义
务只能发生在特定的劳动者
与用人单位之间， 只有劳动
合同中的用人单位， 才能基
于劳动合同对劳动者行使管
理权。 也就是说， 除劳动合
同中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
外， 任何第三人不能依据劳
动合同向劳动者或用人单位
提出请求， 同时也不承担劳
动合同的权利义务。

与之对应 ， 子公司员工
的用人单位是子公司而非母
公司， 母公司并不对子公司
员工拥有管理权， 母公司的
规章制度自然对子公司的员
工没有约束力。

另一方面 ， 子公司只能
用自身的规章制度来处罚违
纪员工。

《劳动合同法》 第四条规
定： “用人单位在制定 、 修
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 、
工作时间、 休息休假、 劳动
安全卫生、 保险福利、 职工
培训、 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
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
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
事项时， 应当经职工代表大
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 提出
方案和意见， 与工会或者职
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 。 ……
用人单位应当将直接涉及劳
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和
重大决定公示， 或者告知劳
动者。”

子公司作为独立法人 ，
只能依据本单位依法制定的
内容合法的规章制度来处理
员工 ， 而不能援引外单位的
制度乃至是母公司的规章制
度。 正因为母公司的规章制
度没有经过法定民主程序写
入子公司， 所以， 你虽然有
超假2天的事实， 但其不能作
为子公司对你解聘的依据。

廖春梅 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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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病职工主张医疗补助费应否支持？

未过户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原车主要担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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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案情：
近日， 王先生将自己的车卖

给了朋友张先生 ， 双方签订了
购车协议 ， 张先生向王先生转
账支付了购车款 ， 并把车开走
了 。 由于张先生一直出差 ， 双
方未办理过户手续 。 张先生出
差期间 ， 他的同事驾驶这辆车
把行人撞伤 ， 行人找王先生要
求赔偿 。 王先生来到马池口法
律援助工作站咨询 ， 说这辆车
虽然写着他的名字 ， 但他已经
不是车主了 ， 现在他应该承担
赔偿责任吗？

法律解释：
工作人员解答了王先生的

法律问题 。 虽然王先生还没办
理过户手续 ， 但是车辆已经交
付 ， 所有权已经发生了转移 。
王先生作为原车主 ， 仅仅是名
义上的所有人 。 王先生既没有
实际支配这辆车 ， 也没有从这
辆车的营运中获利 。 根据 《中
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 第
五十条规定 ， 当事人之间已经
以买卖等方式转让并交付机动
车但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 ，
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

一方责任的 ， 由保险公司在机
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
予以赔偿 。 不足部分 ， 由受让
人承担赔偿责任 。 因此 ， 即使
车辆未过户 ， 但也已经属于买
车人所有 ， 原车主不应对机动
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承担
责任。
司法提示：

在日常生活中， 通过买卖、
赠与等方式转让机动车所有权，
交付买方使用但又不办理机动
车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的情况
并不少见， 一旦发生交通事故，

因为车辆未过户极易产生纠纷，
原车主有可能要承担法律风险。
所以 ， 法律援助工作站提醒大
家应该及时办理过户手续。

·广告·

【案例】
梁某于2013年初入职某电

气公司 ， 工作岗位是材料部库
管员 ， 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劳动
合同 。 梁某月工资为 2800元 ，
2017年 3月起工资增加至每月
3202.42元。

2018年8月3日 ， 梁某经医
院检查确诊为脑血栓后住院治
疗 。 鉴于梁某所患病系重病 ，
公司向梁某提出解除劳动合同，
并给付经济补偿金等相关待遇。
梁某同意解除劳动合同 ， 但除
了公司同意给付的经济补偿金
等待遇外 ， 梁某还特别提出应
按相关法律规定给付6至12个月
本人工资标准的医疗补助费。

公司未同意 ， 双方仅就达
成协议项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
议书后 ， 公司按约定向梁某支
付的包括经济补偿金在内的相
关待遇补助费 。 随后 ， 梁某向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
仲裁 ， 仲裁请求为 ： 支付医疗
补助费38429.04元 （3202.42元×
12个月）。

仲裁委于 2018年 12月 25日
作出仲裁裁决书，裁定公司一次
性支付梁某医疗补助费19214.52
元 （3202.42元×6个月）。 公司不
服该裁决书 ， 于2019年1月8日
向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 ， 依据 《劳
动部关于实行劳动合同制度若
干 问 题 的 通 知 》 （ 劳 部 发
（1996） 354号 ） 第22条 ： “劳
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 ， 合
同期满终止劳动合同的 ， 用人
单位应当支付不低于六个月工
资的医疗补助费 ； 对患重病或
绝症的 ， 还应适当增加医疗补
助费 ” 的规定 ， 结合 《劳动部
办公厅关于对劳部发 （ 1996）
354号文件有关问题解释的通
知 》 （劳办发 （ 1997） 18号 ）
第2条规定的用人单位依法解除
或终止劳动合同时应当支付医
疗补助费的情形 ， 可以认定劳
动者在被劳动鉴定委员会鉴定
为5至10级的情形下， 用人单位
应支付劳动者不低于6个月工资
的医疗补助费 。 基于举轻以明
重等法律解释方法 ， 公司应支

付梁某不低于6个月工资的医疗
补助费 。 据此 ， 法院判决电气
公司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
起十日内向梁某支付一次性医
疗补助费19214.52元。

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后 ，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 ， 根据原劳
动 部 办 公 厅 关 于 对 劳 部 发
（1996） 354号文件有关问题解
释的通知第二条规定 ： “ 《通
知 》 第22条 ‘劳动者患病或者
非因工负伤，合同期满终止劳动
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不低
于六个月工资的医疗补助费’是
指合同期满的劳动者终止劳动
合同时，医疗期满或者医疗终结
被劳动鉴定委员会鉴定为5至10
级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不低于
6个月工资的医疗补助费。 鉴定
为1至4级的， 应当办理退休、退
职手续，享受退休、退职待遇。 ”
本案中 ，梁某虽患重病 ，但其二
审陈述时仍在治疗中，且未进行
等级鉴定，梁某并不符合获得一
次性医疗补助费之法定条件，一
审法院支持其该项诉讼请求 ，
法律依据不足， 应当予以纠正。

公司无需向梁某支付一次性医
疗补助费 。 据此 ， 判决撤销一
审判决。

【评析】
按原劳动部 《关于实行劳

动合同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 》
第22条规定 ， 梁某虽有权主张
医疗补助费 ， 但必须满足两个
前提条件 ， 即 ： 医疗期满或者
医疗终结 ； 被劳动鉴定委员会
鉴定为5至10级， 而后用人单位
才应当支付不低于6个月工资的
医疗补助费。

本案中， 梁某虽患重病，但
其治疗尚未终结， 仍在治疗中，
且未进行等级鉴定，故主张医疗
补助费，当然不应得到法律的支
持。 而一审法院以梁某患重病，
即便鉴定也应当能够鉴定为5至
10级为由，适用“举轻以明重”原
则作出判决之所以错误，在于适
用该原则的前提是法律没有明
确规定，而本案关于医疗补助费
的发放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
因此，二审法院予以纠正。

杨学友 检察官

子公司员工旷工两天
可用母公司规章处罚？

近日 ， 读者老贾向本报反
映说 ， 他是一家贸易公司的员
工 ， 1997年就进公司了 ， 至今
工龄已经17年 。 他和公司签有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 今年 7
月 ， 公司开会称因近年公司严
重亏损 ， 鼓励员工自谋出路 。
此外， 公司还要实行定岗定编，
员工要通过竞争重新上岗 。 为
此 ， 公司还发布了具体的实施
方案 ， 明确规定不称职者直接
转岗基层营销……不同意从事
基层营销类岗位的 ， 公司可与
其提前解除劳动合同并按规定
给予经济补偿。

根据公司的方案， 将有30%
人富余出来 ， 而基层营销岗位
与办公室各岗位的工作性质不
一样 ， 工资收入更多与业绩相
失 。 老贾等人认为公司这样做
是变相裁员， 因此吵得很凶。

竞聘结果出来后 ， 老贾等
人落聘了 ， 他们的岗位也被撤
销了 。 他们几个都不愿做基层
营销 ， 想到公司的规定 ， 大家
纷纷自找出路 。 此后 ， 公司曾

派人与他们协商解除劳动合同
事宜 ， 但只同意给他们每个人
不超过12个月的经济补偿金。

老贾等老员工要求公司按
连续工龄给予补偿 ， 但公司不
接受 。 此后 ， 他们再找公司 ，
公司就让他们自己写辞职报告，
补偿数额仍坚持原来的数额 。
现在 ， 他们和公司相持不下 ，
闹得非常僵 。 他们想知道 ， 公
司已明确要和他们这些落聘的
人解除合同了 ， 为什么还要他
们自己写辞职报告 ？ 公司只同
意支付12个月的经济补偿金有
道理吗？

法律分析
《劳动合同法》 明确， 劳动

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
发生重大变化 ， 致使劳动合同
无法履行 ， 经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协商 ， 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
内容达成协议的 ， 用人单位提
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
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1个月
工资后 ，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

用人单位据此解除劳动合同的，
应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
限 ， 以每满1年支付1个月工资
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金。 6个月以上不满1年的， 按1
年计算； 不满6个月的， 向劳动
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
在直辖市 、 设区的市级人民政
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
平均工资3倍的， 向其支付经济
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3
倍的数额支付 ， 向其支付经济
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12年。

从老贾所述内容看 ， 他们
所在公司因经营亏损而缩编 ，
定岗定编后其所在的岗位都被
撤销了 ， 导致原劳动合同已经
无法继续履行 。 根据 《劳动合
同法 》 上述规定 ， 公司是可以
与他们协商变更合同内容的 。
对于不愿变更劳动合同的 ， 公
司可以行使解除权并依法给予
其经济补偿。

公司实行竞争上岗以期提
高生产经营效率 ， 是法律允许

的 。 公司对落聘后又不愿调整
岗位的员工解除劳动合同并给
予经济补偿金 ， 这种做法符合
法律规定 。 老贾是1997年进公
司的 ， 按照法律规定公司应当
按照他在本单位工作年限支付
他经济补偿金 ， 即支付他17个
月工资作为经济补偿金 。 现公
司 只 同 意 按 照 12个 月 的 标 准
支付经济补偿金是违反法律规
定的。

落聘后 ， 公司已经开始与
老贾等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了 。
结合公司具体的实施方案及老
贾等不愿变更合同的意愿 ， 可
以看出公司与落聘人员结束劳
动关系的意愿是明确的 。 公司
要求老贾等提交辞职申请才给
予补偿 ， 显然是为了规避支付
法定经济补偿金的义务。 对此，
老贾等要慎重考虑 ， 以避免单
方辞职带来的不利后果 。 建议
老贾等人通过企业工会组织与
公司进一步协商 ， 妥善解决合
同解除及经济补偿的问题。

李德勇 律师

我该不该写辞职报告？

昌平区司法局

法官提示： 申请医疗补助费需要符合相关条件才能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