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同志：
因 为 种 种 原

因， 迫于无奈的我
只好将患有老年痴
呆、 行动不便的父
亲送到一家养老院
托养。 双方协议约
定， 养老院需安排
专业护工李某对我
父 亲 进 行 “一 对
一” 护理， 保证其
饮食起居安全等 。
两个月前， 护工李
某因男友相邀， 偷
偷离开工作岗位达
两 小 时 之 久 。 期
间， 我父亲因为需
要 喝 水 而 无 人 端
上， 不得不自己倒
水但被开水烫伤 ，
花去 24600余元医
疗费。

事后， 养老院
以该事故系护工李
某 “翘班” 所致拒
绝担责， 护工李某
则 表 示 其 无 力 赔
偿。 请问： 养老院
真的可以免责吗？

读者： 姚伊萍

姚伊萍读者：
养老院必须承

担赔偿责任。
一方面， 养老

院对你父亲具有监
护义务。

《最高人民法
院 关 于 贯 彻 执 行
〈民法通则 〉 若干
问 题 的 意 见 (试
行)》 第5条、 第22
条分别规定： “精
神病人 （包括痴呆
症人） 如果没有判
断能力和自我保护
能力， 不知其行为
后果的， 可以认定
为不能辨认自己行
为的人 。” “监护
人可以将监护职责
部分或者全部委托
给他人。”

本案中， 你父亲患有老年
痴呆症， 缺乏对危险的辨认识
别能力， 因而需要专人监护。
你将父亲交由养老院监护后，
已发生监护责任的转移， 养老
院具有保障你父亲生活安全的
义务。

另一方面， 护工李某对你
父亲的伤害具有过错。

《民法总则》 第三十五条
规定： “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
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
职责。” 《老年人社会福利机
构基本规范》 就 “护理” 问题
中的第3.2.2.9条也指出， 对于
“介助老人”， 即日常生活行为
依 赖 他 人 护 理 的 老 年 人 ，
护 工 李某必须 “搀扶老人上
厕所排便。”

本案中， 护工李某明知你
父亲的身体状况， 却擅自 “翘
班”， 对可能出现的损害疏忽
大意或轻信可以避免， 明显存
在过错。

再者， 养老院必须对护工
李某的行为 “买单”。

《侵权责任法》 第三十四
条规定： “用人单位的工作人
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
害的， 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
任。” 与之对应， 虽然你父亲
的伤害与护工李某的 “翘班”
密切相关， 但由于护工李某系
养老院的工作人员， 在执行工
作任务的过程中不作为 ， 所
以， 养老院必须 “代人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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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军花简介：
北京市总工会

法律服务中心副主
任， 北京市总工会
公职律师。 从2002
年至今专职从事职
工法律援助工作 ，
主要进行劳动争议
方面的研究和实践
工作。 2007年11月
经北京市司法局批准， 成为北京市工会系统首批五名公
职律师之一。 荣获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师称号、 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 由于在女职工维权方面取得的成绩，
她被推选为北京市第十三次妇女代表大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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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模
律师说说 共享员工如何“共享”？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 共享员工成了流
行趋势。 但这种灵活用工方式也存在着诸多风险， 如
果处理不好， 则会给用工单位、 原用人单位及劳动者
带来诸多争议。 为帮各方避免不必要的法律风险， 本
报邀请劳模律师教大家避开共享员工那些 “坑”。

针对共享员工的兴起， 褚军
花律师对基层工会提出了如下意
见和建议：

1.了解职工问题， 反映职工
意见。 充分了解职工在疫情期间
对共享员工的意见和问题， 及时
梳理、 汇总， 一并与用人单位进
行沟通和解决。

2.对三方协议依法提出意见
和建议。 参与用人单位就共享员
工计划的相关会议、 合同内容的
起草， 充分代表职工发表意见和

建议。
3.指导职工签订三方协议 。

指导职工依法签订三方协议。
4.帮助工伤职工依法申请工

伤认定。 如员工在共享期间发生
工伤， 依法帮助职工做好工伤认
定等工作，并做好职工慰问工作。

5.做好共享员工的防疫用品
的发放工作和防疫知识的宣传工
作。 依法、 及时向共享员工发放
防疫用品， 并通过相关途径和形
式加大对员工的防疫知识的宣传

工作。
对共享员工的意见和建议：
1.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作为

共享员工， 是否作为共享员工输
出， 必须完全出于职工自愿。

2.对劳动合同进行修改或签
订补充协议。 与用人单位就劳动
合同的履行地点、 工资标准等内
容进行修改， 或签订补充协议，
并依法留存一份签字或盖章生效
的合同文本。

3.如涉及用人单位、 借入单

位、 职工签订三方协议的， 详细
了解劳动合同履行地点、 工资标
准、 劳动保护、 工作时间等涉及
切身利益的合同条款内容， 并依
法保留一份签字或盖章生效的合
同文本。

4.在共享员工期间， 作好自
身的安全防护工作。

5.在共享期间发生劳动争议
的， 及时向本单位工会或北京市
总工会12351职工服务热线请求
援助。

劳模律师解读

劳模律师提示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副主任褚军花介绍， 为了抗击疫
情，共享员工新模式悄然流行起来。共享员工部分解决了有活儿没
人、有人没活儿之间的矛盾，使部分企业得以复苏，员工得以维持
生计。 最近，12351职工服务热线有关共享员工的法律咨询电话也
逐渐增加。 褚军花对相关咨询进行了如下答复：

虽然共享员工是疫情
下的新名词，但企业间员工
之间的借调行为存在已久。
共享员工实际上是企业之
间劳动力进行借用的一种
用工调剂行为。这种用工形
式有明确的法规政策依据，
是一种合法的用工方式。

1963年3月30日， 国务
院曾下发 《国务院关于企
业、事业单位职工调剂问题
的若干规定》（[63]国议字21
号 ）文件，对企事业单位之
间职工的调剂工作进行了
专门的规定。该文件第一条
规定：“各企业、事业单位的

现有职工中，如果在工种之
间存在人员有余有缺的不
平衡情况，可以由本单位自
行调剂，或者组织短期训练
以后，以多余补不足 ；仍然
不能解决的，可以报请主管
部门在本系统内调剂解决，
或者由主管部门商请地方
劳动部门就地调剂解决。 ”

由此可以看出， 当时，
企业单位的调剂适用情形
为工种之间存在人员有余
有缺的不平衡情况。调剂方
式主要包括自行调剂、短期
培训、系统内调剂 、行政调
剂四种方式。

共享员工，共享的是员
工的劳动力，员工的劳动关
系未发生变化。北京市高级
人民法院、北京市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审理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
情防控期间劳动争议案件
法律适用问题的解答》第22
条规定： 疫情防控期间，用
工单位临时借用其他用人
单位的劳动者提供劳动，劳
动者在借用期间的劳动报
酬、社会保险费、工伤保险
待遇等由谁承担？ 答：劳动
者被临时借用期间，由出借
单位承担用人单位主体责

任。出借单位与借用单位可
就劳动者被借用期间的劳
动报酬、社会保险费 、工伤
保险待遇等约定补偿办法。
排除出借单位承担用人单
位主体责任的约定无效。

由此可见 ， 用人单位
作为出借方 ， 需要承担用
人单位的主体责任 ， 所以
需要依据 《劳动法》、 《劳
动合同法 》 、 《社会保险
法》 等相关法律规定 ， 依
法与共享员工继续履行劳
动关系中的工资支付 、 社
会保险费缴纳和休息休假
等义务。

借调行为一般都为短期、临
时性的，不宜长期共享。如借入企
业希望长期使用员工， 可以与出
借方、员工沟通，改变劳动关系，
借入方与共享员工签订劳动合
同，长期使用。至于是否可以跨地
区共享员工，褚军花认为，三方协
议有约定，可以跨地区共享员工，
但要依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第十四规定执行， 劳动合同履行

地与用人单位注册地不一致的，
有关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标准、劳
动保护、劳动条件、职业危害防护
和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标准等事项， 按照劳动合同履行
地的有关规定执行； 用人单位注
册地的有关标准高于劳动合同履
行地的有关标准， 且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约定按照用人单位注册地
的有关规定执行的，从其约定。

褚军花认为， 劳动关系是劳
动者与用人企业之间的关系， 具
有 相 对 性 。 原 用 人 单 位 将 劳

动 者 临时出借给借调企业 ， 需
要与劳动者先协商， 征得劳动者
同意。

《工伤保险条例》 第四十三
条第三款规定， 职工被借调期间
受到工伤事故伤害的， 由原用人
企业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但原用
人企业与借调企业可以约定补偿
办法。 若员工在借调期间发生工
伤事故， 出借企业应负责申请工

伤认定和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借
调企业予以协助。 出借企业依法
为员工参加工伤保险的， 出借企
业与借调企业可在三方协议中约
定， 除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待遇外
的其他需用人企业支付的工伤待
遇的责任分担问题。

问题一：
共享员工在劳动关系领域是新生事物吗？

问题二：
共享员工的劳动报酬、社会保险由谁承担？

问题三：
共享员工可以跨地区用工、 长期共享吗？

问题四：
共享员工需要劳动者本人同意吗？

问题五：
共享员工在借调企业发生工伤怎么办？

问题六：
出借单位可以通过“共享”来牟取利益吗?

出借企业不得以营利为目
的 出 借 员 工 ， 禁 止 出 借 企 业
和借调企业以共享员工为名 ，

进 行 违 法 的 劳 务 派 遣 。 共 享
员工和 “劳动派遣 ” 是不同的
用工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