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前10个月， 北京市大兴
区法院受理婚姻家庭案件 3554
件 ， 占各类民事案件的 11.3% 。
这些纠纷是人们家庭财富普遍增
加、 来源构成日趋复杂、 财产流
向越来越多元造成的。 同时， 作
为财产流动主要方式之一的赠与
行为也存在诸多问题。

记者11月20日获悉， 大兴区
法院在总结赠与合同纠纷案件基
本情况及特点基础上， 将采取与
人民群众、 与基层组织、 与矛盾
双方面对面沟通的方式， 通过以
案释法让人民群众认识到法律保
护什么、 制裁什么， 进而去自觉
地履行法定义务、 社会责任、 家
庭责任， 从源头减少矛盾纠纷的
产生。

赠与案件审理难点
随着财富的增加和财产保护

意识的增强， 人们对家庭及个人
财产进行有效配置、 管理、 传承
的需求显著提高， 由此衍生出越
来 越 多 赠 与 方 式 与 问 题 。 其
表现是：

新型赠与名目繁杂， 协
议效力难认定

就赠与方式而言， 当前有多
种形式， 如单独签订赠与合同、
在夫妻之间签订的离婚协议中约
定赠与条款、 忠诚协议中约定赠
与条款 、 在遗嘱中约定赠与事
项。

通常所见的夫妻之间、 亲属
之间或有亲密关系的朋友之间的

赠与， 是基于血缘、 身份、 感情
等因素产生的财产处置行为。 这
种赠与一般与当事人血脉相连、
亲疏相关， 但有一些特殊情况因
没有专门的法律规定， 在司法实
践中存在效力认定难、 法律适用
难等问题。

签订形式不规范， 后期
履行引纠纷

赠与协议签订之初 ， 家庭
成员之间基于相互信任， 往往不
在 乎 协 议 形 式 及 内 容 是 否 完
备 、 是否合法有效 。 到真实落
实 时 ， 才 因 为 协 议 约 定 不 明
确 或 无法履行赠与行为而产生
纠纷。 这是由于当事人法律意识
薄弱、 法律知识欠缺、 赠与的财
产种类繁多或赠与形式的多样性
造成的。

法律规定待完善， 司法
适用不一致

民事交易规范与家事财产规
范并非同一体系。 家庭成员之间
的赠与， 是身份关系与财产处理
的吸纳融合。 目前， 法律对这些
赠与行为并没有明确约定， 原有
的家事财产规范构建薄弱， 已滞
后于纠纷解决需要， 单纯依据合
同交易规则已经无法对家庭成员
中的多种主体和多种价值进行保
护及协调， 进而导致法律适用方
面的不一致。

签订赠与合同注意事项
要使赠与协议合法有效， 大

兴区法院提示当事人应做到以下
几点：

一是赠与人应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 。 二是赠与财产应明
确， 如果是不动产， 应写明房屋
地址、 自然状况、 产权证号等；
若是动产， 应写明动产形态、 数
量、 交付方式等。 若系未形成完
全物权的财产， 应注明其他可以
指向某特定财产的关联信息。 三
是财产权利应转移。

一般来说， 赠与合同签订之
后， 符合条件的可以进行公证。
根据法律规定， 经过公证的赠与
合同， 赠与人不得行使任意撤销
权， 这是对受赠与人权益保护的
强化， 同时， 也可以减少赠与纠
纷的发生。

典型案例
夫妻单方赠与他人大额

财产无效

案情简介
郑 某 与 孙 某 系 夫 妻 关 系 。

2011年9月至2015年6月， 孙某陆
续通过银行和支付宝账户转账给
李某的钱款2355212.5元。 2012年
至2013年， 孙某收到李某转账的
钱款100200元。

郑某起诉称， 在婚姻关系存
续 期 间 ， 孙 某 与 李 某 婚 外 同
居 并 生育一男李某某 。 2006年
以及2014年底， 孙某分别为李某
购买房屋两套。 此外， 孙某还为
李某购买轿车一辆。 郑某要求确
认孙某赠与李某钱款的行为无

效， 并要求李某予以返还并支付
利息。

李某辩称， 郑某的主张不属
于合同无效的法定理由。 孙某喜
欢李某并自称一直没有结婚， 李
某不知道孙某已经结婚的情况下
与之交往， 其本人也是受害人。
钱是孙某自愿赠送给李某的， 即
使这些钱是郑某、 孙某的夫妻共
同财产， 孙某也有自己处理财产
的权利。

裁判理由
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 有

平等的处理权。 处分共有的不动
产或者动产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
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
同共有人同意， 但共有人之间另
有约定的除外。

本案中， 被告孙某向李某账
户内的转款行为， 发生在其与郑
某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孙某对
涉案财产的处分行为未经郑某同
意， 事后也未取得郑某的追认，
属于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 因
此， 故郑某有权要求确认该赠与
行为无效。

因涉案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
产， 所以， 李某应向郑某和孙某
返还。 关于应返还钱款的数额，
应 扣 除 李 某 汇 入 孙 某 账 户 的
100200元。 对于原告郑某要求利
息， 因于法无据， 不予支持。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 判决孙某的赠

与行为无效， 李某向郑某、 孙某
返还2254812.5元。

财产不可乱赠与 依法合规才有效
□本报记者 赵新政

【维权】11专题

非因工负伤员工有哪些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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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我国青少年近视率
居高不下、不断攀升，配装眼镜是
矫正视力或保护眼睛的医疗器
具，按功能分为近视镜、远视镜、
老花镜、青少年控制镜、近视太阳
镜、光致变色镜等。 然而，我们每
年都能接到很多关于配装眼睛的
投诉， 投诉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
在产品质量问题和售后服务上，
在此， 延庆区市场监管局提示大
家，要科学配装眼镜。

（一）建议青少年初次验光最
好选择专业的眼科医院， 其他人
群尽量选择到正规、有资质、有一
定规模和专业技术力量、 信誉度
较好的眼镜店 、 眼科医院 、视
光中心等机构配镜。 了解验光人
员是否具有验光师资质 （持证上
岗）；眼镜产品（镜片、镜架）有无
合格标识；查看配镜机构的验光、
配镜设备是否贴有国家强检合格
标记。

（二）建议消费者根据配镜处
方来选择镜架。

1.一般来说，度数在500度以
下的消费者， 可以选择范围较大
的镜框形状和尺寸 （超大框型除
外）；度数在500-800度的消费者
应尽量选择镜框宽较小的全框或
半框镜架；度数在800度以上的消
费者应选择小的全框镜架。

2. 其次考虑适合自己的脸
型， 镜架的框距与自己的瞳距越
接近越合适， 减少因为镜框不合
适而产生的棱镜效果， 导致视物
不清，头晕、恶心甚至度数加深。

3.谨慎选择金属架： 如果是
容易过敏的消费者， 尽量不选择
金属框 （尤其是合金材质的 ），
非戴不可的消费者， 可以跟配镜
机 构 说 明 对 镜 架 的 镜 腿 做 保
护处理的需求； 如果长期佩戴，
轻 巧 舒 适 的 镜 架 可 以 减 轻 佩
戴压力。

（三）目前相关的眼镜标准并
没有对防蓝光镜片的蓝光效果做
规定， 建议普通消费者谨慎选择
防蓝光镜片； 特殊眼病患者如黄
斑疾患的人群， 比如年龄相关性
黄斑变形、黄斑裂孔、糖尿病性眼
底病变患者根据眼科医生建议选
择防蓝光眼镜。

（四）建议消费者取到眼镜后
仔细检查， 并根据情况做个性化
调整。

消费者取到配装后的眼镜应
检查眼镜是否有表面瑕疵， 如镜
架划痕、 镜片表面划伤、 镜片崩
边、 隙缝等， 戴镜后是否有严重
的不舒服症状， 如看地板不平或
变形。 另外消费者还可以要求配
镜机构对眼镜进行个性化调整，
这样眼镜不会对鼻梁、 耳朵造成
压迫感， 配戴舒适。

另外， 还是要提示大家， 科
学用眼， 预防近视：

1.2岁以内的婴幼儿建议不
接触电子屏幕设备； 学龄前儿童
一天建议最多可看半个小时电子
屏幕设备； 小学生正常看每天最
多40分钟， 建议增加户外活动有
效降低近视发生的概率。

2.坐在距离电脑屏幕一臂长
的距离， 调整屏幕高度， 以稍微
向下的角度注视屏幕； 调整房间
光线亮度， 调整屏幕对比度以缓
解眼睛疲劳。

3.连续近距离用眼时间不能
过长 ， 应该控制在 40-50分钟
内， 休息远眺放松 ,并保证适量
的户外活动。

4.努力做到不躺着看书， 不
在阳光强烈的地方看书， 不在车
上看书、 看手机， 养成良好的用
眼习惯， 防止眼睛过度疲劳， 可
以有效地保护眼睛， 预防和控制
近视。 （延监）

“你的伤不是因为工作造成
的， 医疗期间也确实没有上班，
法院怎么会判决公司向你发放工
资呢？” 李女士在与公司发生劳
动争议并胜诉后， 同事们纷纷提
出了这样的疑问。

其实， 此类疑问并非只存在
于李女士的同事之中， 还有不少
人不知道其中的原因。 以下3个
案例从不同角度再次证明： 员工
即使非因工受伤， 用人单位也不
得将其扫地出门。

【案例1】
员工非因工受伤， 有权

拒绝解除劳动合同

2018年9月10日 ， 吕菲菲自
驾外出游玩时， 因急转弯操作不
当， 其驾驶的小车坠入河谷。 在
事故中， 吕菲菲虽保住了性命但
受伤严重 ， 最后不得不住院医
治、 休养6个月。

由于吕菲菲不能正常上班 ，
且其岗位属于 “一个萝卜一个
坑”， 公司便不顾其在公司工作6
年的事实，于2019年1月10日决定
解除其劳动合同，另行聘用他人。

【点评】
吕菲菲有权拒绝解除劳动

合同。
这里涉及到医疗期问题， 所

谓医疗期是指职工因患病或非因
工负伤停止工作治病休息不得解
除劳动合同的时限。 对此， 《企
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
规定 》 第三条 、 第四条分别规

定： “企业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工
负伤， 需要停止工作医疗时， 根
据本人实际参加工作年限和在本
单位工作年限， 给予三个月到二
十四个月的医疗期： （一） 实际
工作年限十年以下的， 在本单位
工作年限五年以下的为三个月；
五年以上的为六个月。 （二） 实
际工作年限十年以上的， 在本单
位工作年限五年以下的为六个
月； 五年以上十年以下的为九个
月……” “医疗期三个月的按六
个月内累计病休时间计算； 六个
月的按十二个月内累计病休时间
计算； 九个月的按十五个月内累
计病休时间计算……”

根据以上规定， 由于吕菲菲
已在公司工作6年， 其医疗期应
当为6个月， 所以， 公司无权与
其解除劳动合同。

【案例2】
员工非因工受伤， 有权

要求单位支付工资

2019年2月12日 ， 何女士与
男友爬山时不慎摔断右腿。 公司
根据医院出具的治疗证明， 同意
给予其3个月的假期， 但明确表
示： 因为何女士休假期间不能
上 班 ， 不 能 给 公 司 带 来 任 何
效 益 ， 甚 至 会 给 公 司带来麻
烦， 所以， 不能给予何女士任何
费用。

何女 士 休 完 假 期 上 班 后 ，
公司以有言在先为由， 拒绝了
何 女 士 要 求 支 付 医 疗 期 工 资
的请求。

【点评】
何女士有权要求公司支付

工资。
《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法 〉 若干问题的意
见》 第59条规定： “职工患病或
非因工负伤治疗期间， 在规定的
医疗期内由企业按有关规定支付
其病假工资或疾病救济费， 病假
工资或疾病救济费可以低于当地
最低工资标准支付 ， 但不能低
于最低工资标准的80%。”

《最低工资规定》 第三条规
定： “最低工资标准是指劳动者
在法定工作时间或依法签订的劳
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了
正常劳动的前提下， 用人单位依
法应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 。 其
中的正常劳动是指劳动者按依法
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 在法定工
作时间或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
间内从事的劳动。”

根据上述规定， 尽管何女士
系非因工负伤， 客观上也确实影
响了公司的工作， 但公司仍需依
法向其支付工资。

【案例3】
员工非因工受伤， 有权

依法获得相关待遇

因为家中失火， 黄女士被严
重烧伤 。 治疗 、 休养7个月后 ，
她被鉴定为二级伤残， 无法从事
正常劳动。

公司见状 ， 于2019年5月31
日， 以其不能长期养着这样的病

号为由 ，书面通知解除与黄女
士的劳动合同， 并拒绝继续给予
任何待遇。公司还称，其已经为黄
女士报销部分医疗费用、 给予医
疗期 、支付工资等 ，对非因 工 负
伤的她已经做到仁至义尽。

【点评】
黄 女 士 还 有 权 获 得 相 关

待 遇。
《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

伤医疗期规定》 第六条规定：“企
业 职 工 非 因 工 致 残 和 经 医 生
或 医 疗 机 构 认 定 患 有 难 以 治
疗的疾病，在医疗期内医疗终结，
不能从事原工作， 也不能从事用
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应当
由 劳 动 鉴 定 委 员 会 参 照 工 伤
与 职 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进
行劳动能力的鉴定。 被鉴定为一
至四级的，应当退出劳动岗位，终
止劳动关系， 办理退休、 退职手
续，享受退休、退职待遇……”

上 述 规 定 第 七 条 还 指 出 ：
“企业职工非因工致残和经医生
或医疗机构认定患有难以治疗的
疾病， 医疗期满， 应当由劳动鉴
定委员会参照工伤与职业病致残
程度鉴定标准进行劳动能力的鉴
定。 被鉴定为一至四级的， 应当
退出劳动岗位， 解除劳动关系，
并办理退休、 退职手续， 享受退
休、 退职待遇。”

因此， 公司不仅不能将非因
工 负 伤 导 致 二 级 伤 残 、 无 法
从 事 正 常 劳 动 的 黄 女 士 扫 地
出 门 ， 还应给予其相应的福利
待遇。 颜梅生 法官

如何科学配装眼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