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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公司员工徐某今年1
月休年休假期间曾到武汉旅
游。 自武汉返回后没几天，
他就出现发热 、 咳嗽等症
状。 然而， 他不仅不主动报
告， 还谎称自己从其他地方
回来， 无视公司和当地社区
对他提出的居家隔离、 不得
外出的要求。 期间， 他还多
次参加民俗活动、 宴请活动
等， 并密切接触人群。

没过多久， 徐某被确诊
患新冠肺炎， 导致密切接触
者300余人集中隔离。 其中，
还有好几人被确诊。 此后，
徐某因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罪被公安机关立案
侦查。

那么， 什么是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公司能
否与徐某解除劳动合同？

律师说法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罪 ， 是指故意使用与放
火、 决水、 爆炸、 投放危险
物质等危险性相当的其他危
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的行
为 。 这里的 “其他危险方
法”， 是指那些与放火、 决
水、 爆炸、 投放危险物质四
种危险方法的危险性和社会
危害性相当的危险方法。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
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
《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
法犯罪的意见》 规定， 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疑似病人
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
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 并进
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
具， 造成新型冠状病毒传播
的，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罪定罪处罚。

本案中， 徐某作为精神
正常的成年人， 在自武汉返
回出现发热 、 咳嗽等症状
时， 属于应当知道自己是新
冠肺炎疑似病人， 但其拒绝
隔离， 仍进入公共场所并密
切接触人群， 造成了新冠病
毒传播， 已涉嫌犯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
九条规定： “劳动者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 用人单位可以
解除劳动合同： （一） 在试
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
件的； （二） 严重违反用人
单位的规章制度的； （三）
严重失职， 营私舞弊， 给用
人单位造成重大损 害 的 ；
（四） 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
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 对完
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
重影响， 或者经用人单位提
出， 拒不改正的； （五） 因
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
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
无效的； （六） 被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的。”

本案中， 徐某故意隐瞒
行程和病情， 拒不接受公司
提出的居家隔离之要求，且
造成严重后果， 应属于严重
违反公司相关规章制度，公
司可以此为由解雇徐某，且
无需支付经济补偿。 如果某
公司没有对应的规章制度规
定，那么，就只能在法院确定
徐某的行为构成犯罪后，才
能立即与其解除劳动合同。

潘家永 律师

由于对全日制用工与非全日
制用工有什么不同， 加之对相关
法律规定不了解， 邢晨曦入职不
久即与公司签订了一份劳动合
同。 事后， 她发现自己虽然与别
人一样按时上下班， 但工资不仅
低一大截儿甚至连社保都没有。
一打听才知道， 她属于非全日制
用工。

知道真相后， 邢晨曦认为自
己被公司骗了， 要求仲裁及法院
确认她与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
系， 同时向其支付未签订书面劳
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 近日，
法院终审判决确认其与公司存在
劳动关系， 但未支持其索要二倍
工资差额的请求。

法院的判决理由是， 虽然用
工形式与实际不符， 但双方之间
仍然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 只要
签订有劳动合同， 就不适用 《劳
动合同法》 第82条第1款规定由
用人单位支付二倍工资。

天天按时上下班
身份竟是小时工

邢晨曦是2017年底进城打工
的， 先后在宾馆、 饭店当过服务
员，但时间都不长，也未签订过劳
动合同。 2018年春节过后，她的租
住房屋附近有一家超市招聘理货
员， 她就去应聘并且面试一次就
通过了。

2018年3月1日， 邢晨曦到岗
上班， 工作时间是上午10点到晚
上7点 ，中间 1个小时的吃午饭
时间。过了几天，即同年3月11日，
公司通知她签订劳动合同。当时，
她也看到合同封面上写的是 《非
全日制劳动合同》，但未在意。

“这份劳动合同上有合同期
限、 工作内容、 工作时间、 劳动
条件、 劳动纪律、 劳动报酬、 社
会保险、 合同的变更、 解除、 终
止和经济补偿等内容， 但社会保
险一栏是空白， 未作约定。” 邢
晨曦说， 月底发工资时， 她发现
自己的工资比同事低。 进入第二
个月后， 公司还没有给她缴纳社
会保险费用。

邢晨曦一直工作到2018年4
月30日， 第二天， 她以公司拖欠
工资为由提出离职。 公司在同年
5月23日才向她支付了上个月的
工资。 同年7月， 她向仲裁机构
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在庭审中她
才知道自己虽然每天工作 8个
多小时、 按照规定时间上下班，
但她的身份是小时工， 不是全日
制用工。

劳动关系获确认
二倍索赔被驳回

仲裁委作出裁决后， 公司及
邢晨曦均对裁决内容不服， 并在
法定期限内起诉至法院。 法院于
2018年10月作出判决。 该判决对
邢晨曦的月均工资标准进行了认
定，同时，确认公司与其在2018年
3月1日至4月30日存在劳动关系。

该判决还驳回了邢晨曦要求
公司支付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
酬的赔偿金的主张。 对其要求公
司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
倍工资差额的诉求， 则以该请求
未 经 仲 裁 前 置 程 序 为 由 不 予
处理。

对于上述判决， 公司提起上
诉， 但被二审法院驳回。 邢晨曦
为追讨二倍工资差额， 在第一次
仲裁后又提起第二次仲裁， 要求
公司向其支付二倍工资差额2310
元。 该请求被仲裁驳回， 她又诉
至法院。

法院审理认为， 虽然邢晨曦
称其被欺骗签订了 《非全日制劳
动合同》， 该合同属于无效可撤
销合同， 但是， 该合同就算无效
也不等于无书面合同， 恰恰是因
为有了该书面劳动合同， 才能判
定其是否有效。 因此， 应认定双
方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

对于用工形式与事实不符问
题， 法院认为， 尽管公司与邢晨
曦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 其平
均日工作时间以及劳动报酬结算
支付周期超过了约定时间， 但该
行为应视为双方对劳动合同约定
的工作时间和工资支付周期进行
了实质变更， 并不能否定双方签
订了书面劳动合同的事实 。 因
此， 对其要求支付二倍工资的主
张不予支持。

依照 《劳动合同法》 第82条
第1款规定， 法院判决驳回邢晨
曦的诉讼请求。

二倍工资属惩罚
若有合同就不罚

邢晨曦不服法院判决， 在法
定期间内提起上诉。 她的上诉请
求是依法撤销一审判决， 改判公
司向其支付在职期间未签订全日
制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其理由是：
公司虽然与她签订 《非全日制劳
动合同》，但双方实际用工不符合
非全日制用工， 且生效判决已认
定双方“系非全日制用工关系”不
成立，故应为全日制用工。 此外，

公司滥用非全日制劳动用工，行
全日制用工之实， 侵犯了劳动者
合法权益。 其利用优势地位，欺
骗、胁迫劳动者签订《非全日制劳
动合同》，该合同只是一个合同名
称，是无效的。

公司辩称， 双方建立劳动关
系是出于真实意思表示， 双方之
间的确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至
于合同约定的每日工作时间与实
际工作时间是否相符， 属于劳动
合同内容实际履行问题， 并不能
因此而否认双方已签订书面劳动
合同的事实。因此，邢晨曦的诉求
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应当予以
驳回。

二审期间， 双方当事人均未
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
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由此， 二
审法院认为，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
公司应否支付上诉人邢晨曦未签
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 。
《劳 动 合 同 法 》 第 82条 规 定 ：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
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
面劳动合同的， 应当向劳动者每
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该二倍工资
的性质并非劳动者的劳动所得，
而是对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规定的
惩罚措施， 其立法目的在于提高
书面劳动合同的签订率、 明晰劳
动关系中的权利义务， 当劳动者
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时， 书
面劳动合同可以直接证实双方劳
动关系的存在及权利义务关系，
而非劳动者可以从中谋取超出劳
动报酬的额外利益。

本案中， 邢晨曦入职公司后
双方签订了 《非全日制劳动合
同》，该劳动合同明确记载了双方
的基本情况，约定了合同期限、工
作内容、劳动条件、劳动报酬等劳
动合同应当具备的要素， 具备了
劳动合同的实质要件， 既能够明
确双方的劳动关系又能够确定双
方的权利义务， 实现了书面劳动
合同的功能。因此，二审法院认为
邢晨曦以公司未与其签订全日制
劳动合同为由主张二倍工资差额
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基于上述理由， 二审法院认
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 适用
法律正确， 应予维持。 依据 《民
事诉讼法》 第170条第1款第1项
规定， 判决驳回邢晨曦的上诉，
维持原判。

以案说法
员工要弄清合同性质再签字

本案历经多次仲裁、审判，最

终画上了句号。 从邢晨曦的角度
看，她为争取自身合法权益，尽力
了！ 得到这样的结果，无遗憾！ 但
从她的这段经历看， 每个员工入
职签订劳动合同时一定要先弄清
合同性质， 知道其是全日制用工
还是非全日制用工， 然后再决定
是否签字。否则，这两份合同因在
本质上有较大差异， 签错字的员
工损失的不是一星半点儿。

全日制与非全日制用工有很
明显的区别。 两相比较， 非全日
制用工的特点是以小时计酬为
主， 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一般
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4小时，
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24小
时。 在非全日制用工的情况下，
小时工资标准是用人单位按双方
约定的工资标准支付给非全日制
劳动者的工资， 只要不得低于当
地政府颁布的小时最低工资标准
即可。 当地政府颁布的小时最低
工资标准， 含用人单位为其交纳
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和基本医疗保
险费。 支付工资周期最长不得超
过15日。

此外， 与全日制用工不同，
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可以订
立口头协议。 从事非全日制用工
的劳动者可以与一个或者一个以
上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合同； 只要
后订立的劳动合同不影响先订立
的劳动合同的履行即可。 双方当
事人中的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通
知对方终止用工。 终止用工时，
用人单位不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
偿。 当然， 非全日制用工不得约
定试用期。

在社会保险方面， 从事非全
日制工作的劳动者应当参加基本
养老保险， 原则上参照个体工商
户的参保办法执行。 对于已参加
过基本养老保险和建立个人账户
的人员，前后缴费年限合并计算，
跨统筹地区转移的， 应办理基本
养老保险关系和个人账户的转
移、接续手续。 符合退休条件时，
按国家规定计发基本养老金。

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劳动者
可以以个人身份参加基本医疗保
险， 并按照待遇水平与缴费水平
相挂钩的原则， 享受相应的基本
医疗保险待遇。 用人单位应当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为建立劳动关系
的非全日制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
费。 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劳动者
发生工伤， 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
遇； 被鉴定为伤残5－10级的， 经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 可
以 一 次 性 结 算 伤 残 待 遇 及 有
关费用。

公司用工形式于实不符该不该赔偿？

通州消协提示：返校学生注意消费安全
随着北京市全面开学时间的

确定，广大师生的饮食安全、消费
安全显得尤为重要。近日，北京市
通州区消费者协会提醒广大师生
及家长：多学习消费知识、树立正
确的消费观，提升消费维权意识，
加强自我保护能力。

通州区消费者协会相关负责
人建议， 购买食品或外出就餐应
到持有效营业执照的餐厅、 超市
等食品经营场所购买食品。 提倡
选择分餐制的就餐形式， 尽量不

聚餐、不聚会，避免面对面就坐，
席间减少交谈以缩短就餐时间。
最好选择煮熟的食品， 切忌食用
生冷食物， 杜绝食用野生动物及
制品。 购买食品时注意查看保质
期，不要购买“三无”食品。

在消费安全方面，购买电脑、
手机、书本文具时，应提前做好功
课，了解商品性能和价格，根据实
际需要购买。 要选择具有一定规
模的正规销售商和品牌旗舰店购
买商品和接受服务， 切勿因追求

低价而上当受骗。同时，要理性对
待商家为开学而举行的各种促销
行为， 要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做
好计划， 不要一味求便宜或为求
省事大量采买。 也不要被商家打
折促销或赠送商品活动所诱惑，
购买一些不适用或暂时不需要的
商品。 家长们要引导孩子们理性
消费，避免造成攀比心理。

此外， 有些商家为了迅速回
笼资金， 借开学之机开展预付式
会员卡充值活动。 预付式消费在

给消费者带来优惠便利的同时，
也存在一定风险， 如商家延期开
业、违约后退款难、圈钱跑路等，
导致办卡容易退卡难。 消费者应
保持理性， 注意核实商家资质信
息， 选择规模大、 知名度高的商
家；同时也要适度消费，避免一些
充值高、周期长的预付式消费；切
勿轻信商家的口头承诺， 对于使
用期限、使用权限、适用门店、退
卡条件、 违约条款等重要内容做
明确约定。

全日制用工却签非全日制合同 劳动者拒隔离传疾病
用工单位有权解雇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