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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工作11年莫名被开
即使临时工也有权索赔

近 日 ， 读 者 吴 翠 银 向 本
报 反 映 ， 她 于 2019年 10月 被
单 位解雇了 ， 单位没给出任何
理由 。 她 在 原 单 位 后 勤 部 门
干了 11年多 ， 当时是单位领导
让她去的， 什么协议也没签。 她
一 直 干 活 ， 单 位 按 月 给 她 发
工资。

吴翠银说， 她平时吃住都在
单位， 单位里各种杂活儿， 比如
看大门、 打扫院内卫生、 清理卫
生间等， 她都干过。 平时， 领导
让干啥就干啥。 单位现任领导的
说法是， 她只是临时工， 不论干
多久都是临时工， 临时工可以随
时解雇。

吴翠银想知道， 她与原单位
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她是否
有权要经济补偿金？

律师说法
根据吴翠银所述， 她与原单

位 之 间 理 应 形 成 了 事 实 劳 动
关系。

在司法实践中， 判断是否形
成事实劳动关系， 在明确排除劳
务派遣用工的前提下， 主要从以
下两个方面考虑：

一 是 劳 动 者 与 单 位 之 间
是 否存在从属性 。 即用人单位
能否决定劳动者的工作时间 、
工作地点、 工作量、 工作强度、
工 作 过 程 及 当 劳 动 者 违 反
工 作 纪 律 时 ， 单 位 能 否 对 其
进 行 惩戒 。 简言之 ， 就是单位
能否对 劳 动 者 直 接 行 使 管 理
权 。 若可以行使管理权 ， 则二
者 之 间 往 往 形 成 事 实 劳 动 关
系 ； 若不能行使 ， 则可能属于
劳务关系。

二是劳动者与单位之间关系
是 否 具 有 长 期 性 和 稳 定 性 。
如 果 双方仅仅是一次性合作 ，
很短时间内即合作完毕， 类似于
商 品 买 卖 ， 通 常 形 成 的 是 劳
务 关 系 ， 一般不能认定事实劳
动关系。

本案中， 吴翠银在原单位工
作了11年， 期间没有签过任何协
议， 单位每月直接向她发工资，
这首先排除了劳务派遣用工的可
能性。 同时， 鉴于她工作的长期
性 、 稳定性 ， 且常年吃住在单
位， 领导让干啥就干啥， 这说明
单位对她的工作时间 、 工作地
点、 工作量、 工作强度都具有
绝 对 支 配 权 和 管 理权 。 因此 ，
可以认定吴翠银和单位之间形成
了事实劳动关系。

基于上述判断， 根据用人单
位涉嫌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行
为， 吴翠银可以向原单位主张赔
偿金， 其数额上相当于两倍的离
职经济补偿金。

如前所述， 既然吴翠银与原
单位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
那 么 ， 原单位就应当与其签订
劳 动 合 同 ， 解 雇 她 也 应 符 合
法 定 条件及程序 。 比如 ， 若认
为她不能胜任当前岗位工作的，
还应对其进行培训、 调岗等， 之
后还不能适应工作才能解除劳动
关系。

现在， 原单位不仅一直未与
吴翠银签订劳动合同， 而且不按
法 定 条 件 和 程 序 解 除 劳 动 关
系 ， 该 行 为 属 于 错 上 加 错 。
依据 《劳动合同法》 第87条关
于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
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 应当依照
本法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
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之规定，
该单位应向其支付赔偿金， 赔偿
金在数额上相当于经济补偿金的
两倍。

周卫法 律师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员工小张一直向公司汇报称， 他
在湖北老家过年。 今年2月10日，
他向公司报告 ， 说他前一天约
19:30自驾车返回了北京。 然而，
实际情况是， 春节期间他从未离
开过北京。

小张这一意外举动， 当时立
即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差点儿
造成其居住地整个镇街被封。 为
此， 公司决定解除小张的劳动合
同。 但是， 他对公司决定提出质
疑，认为公司这项决定属于违法。

近日， 仲裁委裁决支持了公
司的决定。

员工因提供虚假信息被辞退

2020年3月18日 ， 小张申请
劳动争议仲裁。

小张说， 他本人户籍在湖北
省， 但一直在北京市大兴区居住
生活。 今年春节前， 他曾打算回
湖北老家过年， 并把这个计划上
报给公司。 后来， 因新冠肺炎疫
情越来越严重， 他未能回老家过
年。 假期结束后， 他向公司汇报
称 ， 其在春节期间并未离开北

京， 要求返岗工作。
然而， 公司于3月1日向小张

快递了一份解除劳动关系通知
书。 公司在该通知中载明， 因小
张向公司提供虚假信息， 所以，
解除了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

小张认为， 其春节期间没有
离京且身体健康， 这是事实。 而
公司以其提供虚假信息为由解除
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 该决定是
违法的。

仲裁委认定公司辞退决定合法

针对小张的请求， 北京市大
兴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
庭审理后， 事实渐渐清晰起来。

经查， 小张在今年春节前向
公司报告称， 其要回湖北老家。
公司根据疫情管控要求， 于2020
年1月24日要求所有员工提供假
期期间出京及所在地详细信息，
并在微信上建了一个 “假期前往
湖北人员信息群”， 每天收集群
成员的位置信息和健康状况。

小张及其哥哥大张均在公司
信息群中， 自2020年1月24日至2
月10日， 哥俩每天都在群里上报

“湖北籍员工大张小张， 湖北省
某某县人， 距离武汉140多公里，
目前本人及家人无发热情况 ”。
在公司发放问卷调查时， 小张填
写的目前所在地为湖北， 接触过
湖北籍人员。

2020年2月10日 ， 小张哥俩
突然向公司报告， 称其前一天傍
晚19:30自驾车回到北京 。 2020
年2月11日， 他又向公司提供了
大兴区某村出具的他一直在京的
证明。 2020年2月26日 ， 公司以
小张提供虚假信息， 违反公司纪
律和员工手册为由， 对其作出辞
退处理。

对于公司是否因效益不好借
疫情之机裁员的质疑， 该公司表
示， 其经营状况挺好， 甚至还在
招收新人， 以扩大生产。 公司之
所以辞退小张， 是因为他在相应
时间里一直向公司报告虚假的位
置信息， 导致公司向政府部门上
报的数据失实。 尤其是2月10日，
小张突然向公司报告其前一天约
19:30已自驾回京 ， 差点造成整
个镇街被封的严重后果。

大兴区仲裁委审理认为 ，
2020年1月24日至2月10日正处于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关键时
期， 运用大数据统计全国特别是
武汉和湖北等重点地区的人员动
态流动情况， 是分析疫情动态和
做好预警监控的重要手段， 是政
府做出疫情防控决策的重要依
据， 支撑着整个疫情防控部署。
而数据有效的前提是真实， 小张
在这段时间里一直向公司上报虚
假位置信息， 具有主观故意， 导
致公司向政府各部门上报的数据
失实， 可能危害社会公众利益，
造成社会恐慌。 该公司员工手册
规定， 员工隐瞒有关信息以蒙骗
公司， 编造虛假事实或情节提供
伪证、 假证属于严重违纪， 对于
违纪员工可以予以辞退。 据此，
公司作出辞退小张的决定， 符合
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规定， 不构
成违法解除， 仲裁委予以支持。

对于本案，仲裁员表示，这起
劳动仲裁案件给少数劳动者敲响
了警钟。疫情防控期间，全国人民
团结奋战，共克时艰，每一个劳动
者都有义务配合国家和当地政府
落实隔离措施、防控措施，故意违
反法律规定， 不遵守公司规章制
度，就可能触碰法律的“高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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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委：公司辞退说谎员工合法！

离职前后两次工伤，一次性待遇如何计发？
近日， 读者蒋先生致电本报

说， 他所在公司于2017年3月关
闭 ， 与 所 有 职 工 终 止 了 劳 动
合同。 其中， 有1名职工在办理
终 止 劳 动 合 同 手 续 时 ， 领 取
了 以 前发生的工伤 (8级伤残 ，
非职业病 ) 的一次性伤残就业
补 助金和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
金。 其在进行离岗身体检查时又
发现疑似职业病， 2019年1月诊
断为一期尘肺并被认定构成7级
伤残。

现在， 这位患职业病职工想
知道公司是否需要向其发放工伤
7级伤残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
金？ 若必须发， 是否可以抵扣掉
已经支付的8级伤残的一次性伤
残就业补助金？

法律解析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关于

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
意见》(人社部发[2013]34号)第十
条规定：“职工在同一用人单位连
续工作期间多次发生工伤的，符
合《条例》第三十六、第三十七条
规定领取相关待遇时， 按照其在
同一用人单位发生工伤的最高伤
残级别， 计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
助金和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

该规定和本案情形的主要区
別，是该规定针对的是“在同一用
人单位连续工作期间多次发生工
伤”，即劳动者在离职前在同一单
位发生两次及以上工伤 (含职业
病)；而本案情形是劳动者离职前

与离职后分別发生一次工伤，不
属于连续工作期间多次发生工
伤，因此不能直接适用该规定。

此外，《工伤保险条例》 第三
十七条规定， 职工因工致残被鉴
定为七级至十级伤残的， 享受从
工伤保险基金按伤残等级支付一
次性伤残补助金；劳动、聘用合同
期满终止， 或者职工本人提出解
除劳动、聘用合同的，由工伤保险
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
金， 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
就业补助金。 严格按照条例这一
规定， 离职后的劳动者不能享受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伤残就
业补助金， 因为已经不存在劳动
合同终止或解除的问题。但是，由
于职业病的特殊性， 其完全可能

在离职之后才能确诊， 其存在后
续治疗以及就业保障的问题，因
此在理论上也应当享受一次性伤
残就业补助金。

可是， 如果针对职业病独立
给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与
人社部发 [2013]34号文件存在冲
突，即在职期间发生多次工伤，只
能按照最高的伤残等级计发一次
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非在职期间
发生的多次工伤却可以独立享受
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不符合
公平原则。因此，建议参照人社部
发[2013]34号文件规定进行补差。
当然，这里还涉及主体问题，因用
人单位已经关闭， 如果主体已经
灭失， 则在程序上可能无法主张
给付。 李德勇 律师

疫情防控期间在北京居住 却称自己在湖北老家过年

案情介绍：
近日， 昌平区小汤山镇某

村村民林某来到小汤山法律援
助工作站咨询。 林某自2013年
4月起在某化妆品公司担任销
售， 2020年年初， 林某收到公
司的 《解雇通知书》， 称因疫
情影响加之林某长期达不到公
司规定的销售指标， 连续多次
在销售员工业绩上排名末尾，
公司决定解除劳动合同， 并且
不给予林某任何补偿。 林某非
常气愤， 认为公司行为不符合
法律规定， 那么法律对此是如
何规定的呢？

法律分析：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

同法》 第四十八条： 用人单位
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
动合同， 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
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位应当继
续履行； 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
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
不能继续履行的， 用人单位应
当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支
付赔偿金。

第八十七条： 用人单位违
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
合同的， 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
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
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另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第二十五
条： 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法
的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
同， 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

条的规定支付了赔偿金的， 不
再支付经济补偿。 赔偿金的计
算年限自用工之日起计算。 本
案中， 该化妆品公司在认为林
某不胜任销售工作时， 不安排
林某培训或调整工作岗位， 通
过解除与林某的劳动合同的方
式， 且不给予任何经济补偿，
属于典型的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行为。 按照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八条和第八十七条的
规定， 该公司应继续履行劳动
合同， 如林某不要求继续履行
劳动合同， 化妆品公司应支付
给林某经济补偿金两倍的赔
偿金。

法律提示：
按照 《劳动合同法实施

条 例 》 第二十五条的规定 ，
经 济 补 偿 和 赔 偿 金 不 能 同
时 适 用 ， 因 此 公 司 支 付 了
赔 偿 金 后 ， 不 再 支 付 经 济
补偿金。

昌平区司法局

·广告·

劳动者可以同时获得经济补偿金和赔偿金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