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同志：
我所在公司为便于管理，

让员工加班时随叫随到， 就向
员工提供了宿舍， 并规定即使
没有上班也不得随意外出。 今
年3月新婚的我和丈夫为便于
生活， 在公司附近租了一套房
子居住并搬离了员工宿舍。

三个月前， 我在下班回出
租屋途中遭遇交通事故， 经交
警部门认定对方司机负全部责
任。 当我要求公司承担工伤责
任时却遭到拒绝， 理由是我擅
自外出租房， 系自行增加交通
事故风险， 我不应该将风险转
嫁给公司， 也不构成工伤。

请问： 公司的说法对吗？
读者： 黄小小

黄小小读者：
公司的说法是错误的。
一方面 ， 公司的行为违

法 ， 即 其 侵 犯 了 你 的 人 身
自由权。

人身自由权是指公民在法
律范围内享有不受他人干涉，
不受非法逮捕、 拘禁， 不被非
法剥夺、 限制自由及非法搜查
身体， 具有按照自己的意志和
利益进行行动和思维， 不受约
束、 控制或妨碍的人格权。 人
身自由不受侵犯， 是公民最起
码、 最基本的权利， 也是公民
参 加 各 种 社 会 活 动 和 享 受
其 他 权利的先决条件 。 劳动
者作为公民的一分子， 自然不
能例外。

公司为了便于管理让员工
随叫随到提供员工宿舍， 这是
可以的。 但是， 如果以提供宿
舍为由， 限制员工的业余活动
范围 、 干涉员工扩大社会交
往、 剥夺员工行动自由等， 那
就是违法的。 当然， 如果把提
供员工宿舍当作一种福利， 那
是允许的并且鼓励的。 不过，
公 司 应 当 切 记 ： 员 工 是 否
同 意 入住 、 入住后是否迁出
均应遵从其意愿， 不得设置一
经 入 住 就 限 定 其 活 动 范 围
等规定。

另一方面， 本案符合工伤
的构成要件。

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 第
十四条第 （六） 项规定， 职工
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
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的， 应认
定为工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
规定》 第六条指出： “对社会
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
‘上下班途中’ 的， 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 （一） 在合理时间
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 经
常居住地、 单位宿舍的合理路
线的上下班途中； （二） 在合
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配
偶、 父母、 子女居住地的合理
路线的上下班途中； （三） 从
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
活动， 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
线的上下班途中； （四） 在合
理时间内其他合理路线的上下
班途中。”

上述规定表明， 员工只要
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
住所地、 经常居住地、 单位宿
舍、 近亲属居住地、 日常工作
生活必需活动地之间， 而且是
合理路线， 都应视为 “上下班
途中 ”。 本案中 ， 你下班后 ，
在返回出租屋遭遇对方司机负
全部责任的交通事故， 无疑属
于工伤。

廖春梅 法官

【案例1】
员工试用期内生病， 企

业可以单方顺延试用期

褚某与北京某公司签订了三
年期的劳动合同， 约定试用期为
两个月 ， 到 2020年 11月 30日结
束。 2020年11月20日， 褚某因病
住院20天 ， 履行了病假请假手
续。 褚某出院返岗后， 公司告知
其试用期期限恢复计算。

褚某认为， 公司这种顺延试
用期的做法是变相延长试用期，
对此不予认可。 于是， 褚某向劳
动争议仲裁委申请仲裁， 但被劳
动争议仲裁委裁定驳回。

【点评】
劳动者因生病等特定情况在

较长时间内无法正常向用人单位
提供劳动， 用人单位无法在试用
期内考察劳动者的知识水平、 业
务素养 、 履职能力 、 职业道德
等， 违背了法律设置试用期的初
衷， 因此， 应当允许用人单位中
止试用期计算， 待导致试用期中
止的情形消除后， 试用期期限恢
复计算。

对于这种做法， 很多裁诉机
构是认可的， 有些省市还专门对
此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例如 《江
苏省劳动合同条例》 第十五条规
定： “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患病或
者非因工负伤须停工治疗的， 在
规定的医疗期内， 试用期中止。”
应当指出的是试用期中止仅指试
用期限的暂停计算， 但双方劳动
关系在此期间依然处于存续状
态， 企业仍需履行用人单位应尽

的用工主体义务。
综合以上情况， 本案中的公

司决定顺延褚某的试用期是符合
相关法律规定的。

【案例2】
试用期内业绩不佳， 企

业不可延长试用期

胡某入职某公司从事信息处
理 工 作 ， 双 方 签 订 了 二 年 期
限 的 劳动合同 ， 其中试用期一
个月。 在试用期间， 由于胡某是
位新手， 考核业绩不佳。 于是，
在胡某的一个月试用期届满时，
公司作出了不符合录用条件的考
核结论。

然而， 由于公司任务重， 人
手不足， 公司遂决定延长胡某的
试用期， 期限仍然是一个月， 胡
某未对此提出异议。

半个月后， 胡某认为公司延
长其试用期的做法不合法， 并主
张按照正式工待遇向其支付工资
福利。 公司则认为， 胡某对延长
试用期未提出异议， 应视为双方
已协商一致， 而且试用期延长后
并未违反 《劳动合同法》 第十九
条 “劳动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满
三年的 ， 试用期不得超过两个
月” 之规定。

如此一来， 双方之间相互对
立的主张谁正确呢？

【点评】
《劳动合同法》 第十九条第

二款规定： “同一用人单位与同
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
据此， 在原合同期限内工作岗位
的调整， 或者第一个劳动合同的

期满后续签， 企业都不能再次约
定试用期。

那么， 用人单位能否延长试
用 期 呢 ？ 在 这 里 存 在 以 下 三
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 试用期限
是劳资双方合意的产物， 因此，
经双方协商一致后可以延长， 但
延长后的试用期不能突破法定的
上限。

第二种观点认为， 经双方协
商一致延长试用期的， 应定性为
变更劳动合同。

第三种观点认为， 试用期限
一经劳动合同确定， 就不得再以
任何理由延长， 即便经双方协商
一致在原约定试用期限的基础上
延长， 且延长后并未超过法律限
制， 也属于二次约定试用期， 构
成违法。

在司法实践中， 三类不同的
裁判均出现过。 多数人认为， 第
三种观点更符合立法本意。 如果
依第三种观点处理本案的话， 该
公司延长胡某的一个月试用期是
不成立的。 也就是说， 胡某事实
上已处于转正状态， 有权主张正
式工待遇。

【案例3】
企业合并或分立， 能否

重新约定试用期应视具体情
形而定

贺某与某公司签订了三年期
劳动合同， 约定试用期六个月。
2020年12月初， 因公司股东经营
理念不同发生分歧 ， 按业务拆
成甲、 乙两家新公司， 贺某按业
务归属到甲公司。 甲公司决定 ，

所有员工重新签订劳动合同， 原
公司还在试用期的员工需重新约
定试用期。 由于贺某还差半个月
就可以转正了， 故对甲公司要求
重新约定试用期提出异议并投
诉。 经劳动监察员上门执法， 甲
公司撤销了决定。

【点评】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三条

规定： “用人单位变更名称、 法
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或者投资
人等事项， 不影响劳动合同的履
行。” 第三十四条规定： “用人
单位发生合并或者分立等情况 ，
原劳动合同继续有效， 劳动合同
由承继其权利和义务的用人单位
继续履行。”

本案中， 贺某所在的原公司
分立为两家公司后， 贺某的用人
单位转为分立出来的甲公司， 甲
公司应当承担原公司的义务， 继
续履行原公司与贺某的劳动合
同。 所以， 原劳动合同中的劳动
合同期限和试用期都仍然有效，
贺某在原来约定的六个月试用期
届满后， 如无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情形就应转为正式职工。 甲公司
无权再要求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和
约定试用期。

值得指出的是， 用人单位发
生合并或者分立后， 如果出现原
岗位消失或变更、 工作地点发生
变化等情况， 新单位则可以依据
其实际情况与劳动者遵循平等自
愿、 协商一致的原则依法变更劳
动合同。 在变更劳动合同时， 对
尚处于试用期的劳动者， 原约定
的试用期限能否变更， 应当视情
形而定。 潘家永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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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女士、 杨女士等人进城打
工多年仍然买不起房子。 但为了
方便， 他们便放弃单位宿舍到外
边租房居住。 岂料， 外出租房也
有很多麻烦， 有时遇到了纠纷还
不知道如何解决。 以下3个案例
的处理方式， 为徐女士等农民工
解决租房问题提供了答案。

【案例1】
他人手中转租， 租赁合

同无效

2020年5月9日， 徐女士在公
司附近从邱某手中租住了一套房
屋。 岂料， 一个月后， 房东肖某
找上门来 ， 要求徐女士立即搬
离， 并称其只是将房屋租赁给邱
某， 而邱某转租并没有征得其同
意。 此时， 邱某早已携带徐女士
交付的5000元押金逃之夭夭。

【点评】
房东有权要求徐女士搬离。
《合同法》 第二百二十四条

规定： “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
可以将租赁物转租给第三人。 承
租人转租的， 承租人与出租人之
间的租赁合同继续有效， 第三人
对租赁物造成损失的， 承租人应

当 赔 偿 损 失 。 承 租 人 未 经 出
租 人 同意转租的 ， 出租人可以
解除合同。”

与之对应， 邱某只是个 “二
房东 ”， 无权对房屋进行处分 ，
其未经肖某同意的转租行为当属
无效。 本案的教训在于租赁人与
出租人签订租赁合同时， 务必要
求对方出具身份证件、 不动产证
书等， 以确认房源和房东身份。

【案例2】
租住违章建筑， 可以索

要损失

杨女士与丈夫同在一家公
司， 且与公司签订了长期书面劳
动合同。 为方便起居， 杨女士在
公司附近租住了一室一厅， 并与
房东约定租期五年， 杨女士可以
对房屋进行装修， 费用由杨女士
承担。 可是， 夫妻二人入住不到
一个月， 便得知该房属于违章建
筑， 已被政府列入强拆。

杨女士目前最担心的问题
是： 她能否要求房东赔偿4万余
元装修费用？

【点评】
杨女士有权索要赔偿。

《合同法 》 第四十二条规
定： “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
有下列情形之一， 给对方造成损
失的， 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一） 假借订立合同， 恶意进行
磋商； （二） 故意隐瞒与订立合
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
情况； （三） 有其他违背诚实信
用原则的行为。”

本案中， 房东有难以推卸的
责任。 原因有二： 一是房东明知
房屋系违章建筑， 甚至已列入强
拆， 却违反如实告知义务， 对合
同无法实际履行采取无视的态
度； 二是杨女士信赖利益受到了
损失 。 其不仅不能实现合同目
的， 还因装修导致其存在实际的
经济损失。

【案例3】
与人合伙群租， 扰邻应

予解散

为了省钱又有住处， 黄某等
15名农民工在一处小区内租赁了
一套包括厨房、阳台在内100平方
米的房屋。此后，他们用木板将房
间分隔成15份，每人占用一间。

入住后， 因为人多， 每个人
的性格、 喜好不同， 再加上他们

的作息时间不一， 严重干扰了邻
居的生活及休息。 因协商未果，
邻居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判令
解散黄某等人的共同居住状态，
法院审理后支持了邻居的请求。

【点评】
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
一方面 ， 黄某等的行为违

法。 《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
第八条规定： “出租住房的， 应
当以原设计的房间为最小出租单
位， 人均租住建筑面积不得低于
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
厨房、 卫生间、 阳台和地下储藏
室不得出租供人员居住。” 黄某
等将100平方米套房加以分割 ，
既改变了原有最小出租单位 （房
间）， 厨房、 阳台也成了出租对
象， 且人均建筑面积大大低于对
应标准。

另一方面， 黄某等侵犯了邻
居的相邻权。 《物权法》 第八十
四条规定： “不动产的相邻权利
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 、 方便生
活 、 团结互助 、 公平合理的原
则， 正确处理相邻关系。” 而黄
某等的行为不仅不能方便生活，
反而给邻居生活、 休息造成很大
麻烦。 颜东岳 法官

农民工租赁房屋遭遇纠纷怎么办？

试用期是否可以顺延或重新约定？ 员工搬离宿舍外出租房
下班遭遇事故构成工伤

试用期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为相互了解、 选择而约定的不超过六个月的考察期。 劳动法对试用
期作出了规定， 但由于相关规定比较原则， 加之劳资双方理解上的偏差， 常常引发试用期方面的争
议。 以下3个案例对相关问题的法理解析， 从不同角度回答了用人单位及劳动者关于试用期是否可以
顺延、 延长或者重新约定等方面的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