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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仍有一些企业为了
降低运营成本而拒绝为劳动者缴
纳社会保险， 也有一些劳动者认
为社会保险不一定有用 ， 钱要
“落袋为安”， 而主动要求用人单
位将社会保险保费 “折现” 随工
资一同发放。 然而， 不为员工缴
纳社会保险， 真的是企业降低运
营成本的一剂良方吗？

就此， 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法
官通过以下5个实际案例， 采取
以案说法的方式对企业不缴纳社
会保险会有哪些风险进行了盘
点。 原来， 不给员工缴纳社保，
当员工出现辞职、 申请稽查、 生
育、 工伤等状况时， 企业都将承
担相应的不良后果， 轻则赔钱罚
款， 严重时还将面临行政处罚。

案例1
因未缴社保辞职可要求

单位支付经济补偿

杨小姐于2017年9月入职某
文化公司， 月工资5000元。 在职
期间， 文化公司未为杨小姐开立
社保账户 ， 未缴纳社会保险 。
2018年10月29日， 杨小姐向文化
公司邮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 载
明因文化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会保
险， 要求解除双方间的劳动关系
并要求文化公司依法支付解除劳
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为此， 双方发生劳动争议。
文化公司认为， 公司从未拖

欠工资， 杨小姐提出辞职是为了
经营自己的网店生意， 公司无需
向其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
金。 此后， 经法院判决， 文化公
司应依法向杨小姐支付解除劳动
关系经济补偿金7500元。

【法官说法】
依据 《劳动合同法 》 第 38

条、 第46条、 第47条规定， 用人
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
险费的， 劳动者可以据此提出解
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用人单位支付
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经济
补偿金以劳动者离职前12个月平

均工资为基数、 按劳动者在本单
位工作的年限， 以每满一年支付
一个月工资的标准进行核算。 其
中， 工作6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
按一年计算， 不满6个月的则需
按半个月工资标准计算。

案例2
若被投诉稽核单位需补

交社保同时还可能受罚

因公司没有依法为自己缴纳
社会保险， 王女士向有关部门进
行了投诉， 要求公司补缴社会保
险。 社保稽核部门向王女士所在
用人单位发出 《社会保险稽核整
改意见书》 及 《社会保险限期补
缴通知书》， 要求该公司为王女
士补缴社会保险， 但王女士所在
的公司没有及时办理补缴。

此后 ， 相关行政部门依据
《社会保险法 》 第86条之规定 ，
对该公司处以罚款。

【法官说法】
依据 《社会保险法》 等相关

法律规定， 劳动者可就社保问题
向有关部门投诉、 申请稽核。 此
时， 用人单位除依法为劳动者补
缴社会保险外 、 还需交纳滞纳
金。 如用人单位仍怠于补缴， 则
有可能被处以罚款。

案例３
未缴基本医疗保险可要

求单位报销医疗费

老刘于2014年3月入职某招
待所任厨师。 2014年11月25日 ，
老刘突发心脏病。 由于招待所未
为老刘交纳社会保险， 老刘自费
支付医疗费总计164552元。

出院后， 老刘要求招待所支
付医疗费报销款。 但是， 招待所
认为心脏病是老刘的自身疾病，
与招待所无关。 况且， 老刘入职
时曾表示缴纳社保没用， 要求招
待所将社保费折现发放， 双方为
此还签订了 《声明书》， 载明老
刘不要求招待所缴纳社会保险。

双方为此发生争议后， 经劳
动争议仲裁机构仲裁并经法院审
理， 最终判决招待所应向老刘支
付医 疗 费 报 销 款 108671.21元 。
该款项是法院请社保部门审核后
的老刘的医疗费用中符合医疗费
用医保报销范围内的金额。

【法官说法】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 用人单

位负有为员工缴纳包含基本医疗
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险的法定义
务。 其中， 医疗保险的目的是为
了 确 保 员 工 在 患 病 的 时 候 享
有 依 法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
该社保缴纳义务 ， 并不因双方
《声明书》 的约定而免除。 因此，
招 待 所 以 老 刘 自 愿 不 缴 纳 社
保 为 由 不 同 意 支 付 报 销 款 缺
乏 法 律 依 据 ， 应 在 社 保 可 报
销 范 围 内 向 老 刘 支 付 医 疗 费
用报销款。

案例４
未缴生育保险可要求单

位给付生育费用

刘女士于2014年8月6日入职
某文化公司， 于2015年11月25日
顺 产 一 男 婴 。 因 文 化 公 司 未
为 刘 女士缴纳生育保险 ， 2015
年11月24日至11月28日住院生子
期间 ， 刘女士全额支付医疗费
4474.2元。

此后， 刘女士要求文化公司
报销该部分款项。 文化公司则以
刘女士生子与公司无关为由予以
拒绝。

最终， 法院判决文化公司应
为刘女士报销生育医疗费 3200
元。 该款项也是法院请社保部门
审核后确认的刘女士的医疗费用
中 符 合 生 育 保 险 报 销 范 围 内
的金额。

【法官说法】
生育保险是国家在女职工因

怀孕、 分娩而无法正常提供劳动
时 ， 由国家和社会提供医疗服
务、 生育津贴和产假的一项社会

保险制度。 如用人单位拒绝为女
职工缴纳生育保险， 导致女职工
无法报销生育医疗费用、 无法领
取生育津贴， 则女职工可要求用
人单位支付生育保险政策下应予
报销的医疗费用， 并主张生育津
贴待遇。

案例５
未缴工伤保险可要求单

位支付工伤待遇

老张于2013年入职某物业公
司从事保洁工作 。 2014年2月27
日 ， 老张在下班途中遇交通事
故， 导致其重伤。 北京市海淀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 《认
定工伤决定书》， 认定老张受到
的事故伤害为工伤， 并被鉴定为
工伤致残四级。

此后， 老张家属以物业公司
未为老张缴纳工伤保险为由， 要
求物业公司向老张支付医疗费、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款项。 物业
公司以交通事故与公司无关， 肇
事方已经承担了赔偿责任为由，
不同意支付相关款项。

经法院审理， 判决物业公司
向老张支付医疗费115407.94元、
住院伙食补助费6120元、 生活护
理费12366.3元 、 一次性伤残补
助金72991.8元以及停工留薪期
工资、 病假工资等款项。

【法官说法】
如果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

工伤保险，那么，发生工伤后劳动
者可享有的部分工伤待遇将由工
伤保险基金支付。 依据现有政策
规定， 工伤保险基金支出的项目
包括工伤医疗费用、 一次性伤残
补助金、生活护理费、住院伙食补
助费、 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时
的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等。

以本案为例， 如果物业公司
依法为老张缴纳了工伤保险， 那
么， 工伤医疗费用、 一次性伤残
补助金、 生活护理费、 住院伙食
补助费等项目将由工伤保险基金
支付， 无需物业公司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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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汽车消费中消费者往往
处于弱势的一方。 虽然国家出
台了 “汽车三包” 政策， 让消
费者有了维权的依据 。 但是 ，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因涉及金
额大、 技术难度高、 合同不公
平条款多等原因， 消费者欲取
得理想的维权效果并没有想象
中的那么容易。

2019年底， 刘女士在通州
区一家品牌汽车4S店购买轿车
一辆 ， 价值26万余元 。 其后 ，
刘女士发现在半年之内仪表盘
故障灯经常无故点亮， 先后到
4S店维修5次都修不好。

刘女士认为汽车存在质量
问题， 要求4S店换车。 4S店以
“需向上级报批” 为由迟迟不予
更换。 在与商家多次协商退换
车无果后， 刘女士投诉到北京
市通州区消费者协会马驹桥
分会。

马驹桥消协工作人员接到
投诉后， 收集了相关证据材料，
详细分析了问题原因， 并组织
双方进行多次调解。 最终， 依
据 《家用汽车产品修理、 更换、
退货责任规定》 有关规定达成
一致。 即刘女士按照 “汽车三
包” 规定承担合理使用补偿费
用， 4S店退还消费者24万余元。
2020年7月8日， 刘女士收到了
退车款。

《家用汽车产品修理、 更
换、 退货责任规定》 第20条规
定： “在家用汽车产品三包有
效期内， 符合本规定更换、 退
货条件的， 消费者凭三包凭证、
购车发票等由销售者更换、 退
货。” 第21条规定： “在家用汽
车产品三包有效期内， 因产品
质量问题修理时间累计超过35
日的， 或者因同一产品质量问
题累计修理超过5次的， 消费者
可以凭三包凭证 、 购车发票 ，
由销售者负责更换。”

本案属于新车在 “三包 ”
期内故障多次维修仍无法彻底
解决。 因刘女士的车在购买半
年之内因同一故障累计修理超
过5次， 符合 “汽车三包” 换车
条件， 不管是生产厂家和4S店
都应该无条件履行。 由于4S店
当时没有同款现车更换， 经过
消协调解， 4S店除去合理使用
补偿费用后退还了剩余车款。

由此， 通州区消费者协会
提醒消费者：

1.了解 “汽车三包 ”政策 。
“三包” 政策是零售商业企业对
所售商品实行 “包修、 包换、包
退”的简称。 家用汽车产品“三
包” 有效期限不低于2年或者行
驶里程5万公里，以先到者为准，
自销售者开具购车发票之日起
计算。

2.优先考虑诚信商家。 要选
择市场口碑好、 经营时间长、维
权渠道畅通的汽车经销商，全方
位考虑售前售后服务水平，不被
打折优惠、促销宣传所迷惑。

3.拒绝行业潜规则。 购车时
仔细查看销售合同内容，清晰了
解收费与服务项目，对不明白的
条款要主动提出质疑，避免被销
售人员忽悠。

4.加强自身维权意识。 要留
存购车合同、购车发票、车辆合
格证、三包凭证、 维修记录等相
关材料。 发生消费纠纷要冷静
理智与经营者沟通协商处理 ，
如果协商不成， 可选择合理的
维权渠道， 使问题得到及时有
效解决。

新车因同一故障修五次
消协调解促成退车还款

□本报记者 李婧 通讯员 蔡笑

不给员工缴社保会带来哪些风险？

基本案情
众所周知， 女干部的退休年

龄是55周岁， 女工人的退休年龄
是50周岁。 可是， 汪瑜 （化名）
在这件事上很纠结， 原因是她不
知道自己究竟应该按干部身份，
还是按工人身份计算自己的退休
年龄。

汪瑜出生于1968年2月4日 ，
1991年7月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有
公司工作。 期间， 她先后从事的
工作岗位是校表工、 自动化工。
1995年5月1日随着 《劳动法》 的
颁布实施， 其所在公司也实行了
全员劳动合同制改革。 接下来，
按照相关政策规定， 该公司与其
他企业一样， 均打破原来的干部
与工人身份界限， 不论干部还是
工人统称为企业职工。

当年， 公司与汪瑜签订了为
期10年的劳动合同， 约定公司根
据企业生产、 工作需要， 可以调
整其工作岗位。 此后， 双方又续
签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2018年1月 ， 人社局通过审
核， 确定汪瑜2018年2月起退休。
而汪瑜认为自己是女干部， 不同
意在50岁的时候退休。 她的理由
是： 她从学校毕业分配到公司时
是干部身份， 而人社局按照生产
岗位认定她为女职工并在50岁时
办理退休 ， 该认定结果是错误
的， 正确做法是以档案来确定她
的身份。

公司将汪瑜的诉求上报到人
社局， 人社局的答复是： 根据企
业女职工退休年龄的规定， 企业
女职工退休年龄应分为两个阶
段： 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前， 按
“身份” 办理退休； 实行全员劳
动合同制后， 尤其是 《劳动法》
颁布后， 按 “退休时所在岗位”
办理退休。 对汪瑜的退休事宜，
正 是 按 照 这 样 的 政 策 法 规 执
行的。

法院判决
汪瑜不认同人社局的答复，

经交涉无果后向法院提起诉讼。

庭审中，人社局辩称，汪瑜系
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后企业女职
工退休，根据公司上报的《关于汪
瑜同志退休年龄的认定报告》，明
确其所在岗位为生产岗， 本单位
在其年满50周岁批准其退休事实
清楚、程序合法，所依据的法律法
规政策正确。

法院认为，《劳动法》实施后，
以前企业职工按身份管理的模式
已经被劳动合同制管理取代，相
关企业依据政策法规实行全员劳
动合同制后， 职工在用人单位由
转制前的原工人岗位转为原干部
（技术）岗位或由原干部（技术）岗
位转为原工人岗位， 其退休年龄
和条件，按现岗位国家规定执行。
职工办理退休手续时， 应按其现
工作岗位国家规定的年限和条件
执行。

结合《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
退职的暂行办法的通知》 及审理
查明的事实， 企业女职工退休年
龄分为两个阶段： 实行全员劳动
合同制前，按身份办理退休；实行

全员劳动合同制后，即《劳动法》
颁布后， 按退休时所在岗位办理
退休。

本案中， 汪瑜自参加工作以
来， 一直从事生产技能岗位相关
工作，系女工人。其在实行全员劳
动合同制后退休， 应当按退休时
所在岗位办理退休。 鉴于人社局
对其身份、 年龄等事宜所认定的
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依据法律法
规政策合法有效， 故不支持汪瑜
的诉讼请求。

汪瑜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
诉。对于她提出的问题，二审法院
指出，“现工作岗位” 是指企业实
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后， 职工不再
保留原固定身份。 如原身份是干
部的，现到工人岗位工作的，按工
人的退休、退职条件执行；原身份
是工人现到管理岗位工作的，按
干部的退休、退职条件执行。因汪
瑜退休之前在生产技能岗位工
作， 故应按女工人的退休条件给
其办理退休手续合法。据此，判决
驳回汪瑜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法官： 轻则单位自掏腰包给员工相应补偿， 重则面临行政处罚

女职工退休年龄应按工作岗位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