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六条
第五项规定， 劳动合同期满， 除
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
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 劳动者
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 依法终止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位
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续订劳动合同时 “维持或者
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 的正确
识别与判定， 关系着劳动者在离
职时能否获得经济补偿金。 以下
3个案例分别对相关疑问作出了
详细的阐释。

【案例1】
因地区差别导致社保待

遇降低， 不属于维持原劳动
合同条件

姚女士在公司工作已近 10
年。 期间， 公司先后与她签订数
份劳动合同。 2020年， 公司受政
策因素影响且为了进一步降低生
产成本， 将厂址从市区搬迁至外
地某县。 在公司搬迁之前， 姚女
士的劳动合同已经到期。 由于公
司新址所在县的社保待遇标准低
于市区， 姚女士拒绝与公司续签
劳动合同， 并在离职时要求公司
支付经济补偿金。

公司认为， 厂址搬迁并未对
姚女士的生活和双方继续履行合
同带来太多不便。 公司承诺姚女
士原待遇不变， 已经确保其工资
收入不会降低。 至于姚女士提出
的搬迁后社保待遇降低， 是由于
市县之间因地域及政策不同所造
成的 ， 并非公司恶意为之 。 因
此， 在姚女士执意不愿续签劳动
合同的情况下， 公司应视其为因
自身原因不同意签订劳动合同，
对其离职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

那么， 公司应否向姚女士支
付经济补偿金呢？

【点评】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

六条第五项规定， 劳动合同期满
时劳动者离职， 用人单位应当向
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包
括： 一是用人单位不同意续订劳
动合同的； 二是用人单位同意续
订劳动合同， 但降低劳动合同约
定的条件 ， 劳动者不同意续订
的。 相反， 如果用人单位愿意与
劳动者续签， 并且维持或者提高
劳动合同约定条件， 而劳动者不
愿意续订的， 用人单位则不用支
付经济补偿。

社保待遇属于劳动合同的必
备条款之一， 涉及到劳资双方的
权利义务， 应当纳入双方续订劳
动合同时的条件事项范围。 在劳
动报酬、 用工时间制度等条件不
变的情况下， 社保待遇的降低不
属于 “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
定条件”。

本案中， 尽管公司不是恶意
降低姚女士的社保待遇， 但姚女
士一旦与公司续订合同， 其社保
待遇势必被降低。 因此， 姚女士
因社保待遇降低而拒绝续订劳动
合同时， 公司应当向其支付经济
补偿金。

【案例2】
续签时合同条件是否被

降低， 应以实际劳动条件为
基准判定

丁某于2018年4月初进入公
司， 并与公司签订一份3年期的
劳动合同。 合同约定其工作岗位
为内勤， 基本工资为当地最低工
资标准。 2020年7月起， 丁某的
基本工资调整为3100元。

2021年3月22日 ， 公司向丁
某提出续订劳动合同， 并将新的
劳动合同文本交给丁某。 而这份
新合同文本显示， 公司将丁某的
基本工资约定为不低于当地最低
工资标准。

丁某认为， 其实际工资收入
已远高于最低工资标准， 可公司

提出续签的劳动合同将会降低其
工资收入， 因此， 不同意续签劳
动合同。 2021年4月1日， 公司通
知丁某终止劳动合同， 丁某要求
公司支付经济补偿。

公司认为， 向丁某提出续订
的劳动合同并未降低原劳动合同
约定的条件， 既然张某不同意续
签， 公司就无需向其支付经济补
偿金。

【点评】
续签时劳动合同文本所约定

的条件与原劳动合同文本一致，
一般可认定为维持原劳动合同条
件， 但这不是绝对的。 事实上，
原劳动合同约定的条件在履行过
程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如岗位
的变化、 薪酬的提高等。 因此，
维持原劳动合同条件应当以续签
劳动合同时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所
实际履行的劳动合同条件来进行
判定， 而不应以订立劳动合同之
初所约定的劳动合同条件来进行
判定。

本案中， 虽然原劳动合同约
定丁某的基本工资不低于当地最
低工资标准， 但在续签劳动合同
之前丁某的基本工资已明显高于
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了， 故公司在
续签时约定基本工资不低于当地
最低工资标准， 属于降低了实际
变更后的基本工资标准， 故不能
认定为公司维持劳动合同约定条
件。 在这种情况下， 丁某不同意
续订劳动合同， 公司应当向其支
付经济补偿金。

【案例3】
续订长于原合同期限的

劳动合同， 应当属于提高合
同条件

谭某入职时， 与公司签订了
一份1年期的劳动合同， 合同到
期日为2021年3月22日 。 该劳动
合同到期前3天， 公司发给谭某

一份续订劳动合同意见单， 写明
“合同期满后， 本公司拟与你续
订一份3年期的劳动合同 ， 请你
将个人意见记录在个人意见栏内
并签名。 若不认可上述条件或逾
期不交此单， 将视作本人拒绝续
订劳动合同。” 谭某在意见单上
签注 “同意续签合同1年” 并按
时交还了意见单。

2021年3月22日 ， 公司以谭
某不愿续订合同为由， 要求谭某
办理离职手续， 并认为续订3年
期合同属于提高了劳动合同条
件， 鉴于谭某不愿意， 故可以不
支付经济补偿金。

那么， 公司的理由能否成立
呢？

【点评】
续订长于原合同期限的劳动

合同， 应属于提高了劳动合同约
定条件。 其理由如下：其一，劳动
合同期限是订立劳动合同的9项
必备条款之一， 是双方当事人可
以约定的劳动合同条件事项。 其
二， 我国的劳动立法强调保护劳
动者的合法权益， 提倡劳资双方
建立长期稳定的劳动关系， 增加
劳动合同期限客观上增加了用人
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难
度，这正是建立稳定劳动关系、保
障劳动者就业权的体现。其三，增
加劳动合同期限， 意味着劳动者
劳动报酬、 社会保险等权利的增
加。其四，续订长于原合同期限的
劳动合同， 并不会影响劳动者的
自由择业权， 劳动者完全可以选
择预告辞职。因此，将劳动合同期
限提高到较长期限， 应当视为用
人单位提高了劳动合同条件。

本案中， 公司将劳动合同期
限提高到3年， 在谭某同意续订
的情况下， 应当服从公司提出的
签订较长期限的劳动合同。 由于
谭某拒绝续订3年期劳动合同 ，
故公司可以不向谭某支付经济补
偿金。 潘家永 律师

劳动合同到期后，
何种情况可以视为维持或提高劳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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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2020年3月 ， 建筑工人小董

在施工中不慎从脚手架上跌落，
造成九级伤残。 在治疗期间， 公
司称出于人道主义为他支付了医
疗费2.2万元 。 由于公司未为他
缴纳工伤保险， 亦不为他申请工
伤认定， 他自行向人社部门提出
了申请。 被认定为工伤后， 公司
仍然拒绝向他支付工伤待遇。 近
日， 法院判令向他支付治疗费、
伤残补助金等18万元。

法律分析
从小董的工伤维权经历可以

看出， 劳动者只有做到以下几点
才能更好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一是弄清什么是工伤。
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等法律

法规规定，下列情形属于工伤：1.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 因工
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2.工作
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 从事与
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
作受到事故伤害的。 3.在工作时
间和工作场所内， 因履行工作职

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 4.患
职业病的。 5.因工外出期间，由于
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
下落不明的。 6.在上下班途中，受
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
当视同为工伤： 1.在工作时间和
工作岗位， 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
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2.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 、
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 3.
职工原在军队服役， 因战、 因公
负伤致残， 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
证， 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

另外，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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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工在 “上下班
途中” 遇到以下四种情形， 可以
认定工伤：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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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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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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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在合理时间内

其他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
二是及时进行工伤认定。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七条

规定， 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
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 鉴
定为职业病， 所在单位应当自事
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 鉴
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 向统
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
伤认定申请。 遇有特殊情况， 经
报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同意， 申请
时限可以适当延长。 用人单位未
及时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 工伤
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 工会组织
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
断、 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
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
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
认定申请。

三是进行劳动能力鉴定。
劳动能力鉴定， 是指劳动功

能障碍程度和生活自理障碍程度
的等级鉴定。 劳动功能障碍分为
10个伤残等级 ， 最重的为1级 ，
最轻的为10级。 劳动能力鉴定是
合理确定工伤保险待遇的基础。
工伤者经治疗伤情相对稳定后，

如果认为有残疾或影响劳动能力
的， 本人或其直系亲属可向设区
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
鉴定申请。 工伤者如果对鉴定结
论不服， 应当自收到鉴定结论之
日起15日内向省、 自治区、 直辖
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再次
鉴定申请， 省级劳动能力鉴定委
员会作出的鉴定结论为最终结
论。 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作出1年
后， 如果工伤职工认为自己的伤
残情况发生变化， 可向劳动能力
鉴定委员会提出复查鉴定申请，
由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依据国家
标准对其进行复查鉴定。

四是申请工伤待遇。
工伤职工经劳动能力鉴定委

员会鉴定， 确定伤残等级后， 享
受相应的待遇。 如果工伤职工对
社会保险机构核定的工伤保险待
遇标准有异议， 或者对经办机构
不依法支付其工伤保险待遇、 不
依法为其调整工伤保险待遇或者
停止其工伤保险待遇有异议的，
可以通过申请复查和行政复议、
行政诉讼的方式处理。

张兆利 律师

职工发生工伤后应当如何维权？

编辑同志：
为了不上班又能拿到

工资、 享受相关待遇， 我
公司员工李某在无法从正
规渠道获取医院病历记
录 、 诊断证明书的情况
下， 通过从非法渠道以购
买的方式取得上述证明。
公司不明真相， 相继有5
次批准了他的休假申请。
经核算， 他用骗取假期的
方法累计骗领病假工资4
万余元， 加上公司为他缴
纳的社保费、 公积金等1
万余元， 共计金额近6万
元。

请问： 李某的行为是
否构成犯罪？

读者： 饶丽丽

饶丽丽读者：
李某的行为已构成诈

骗罪 ， 应当受到刑事制
裁。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 用虚构事实或
者隐瞒真相的方法， 骗取
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
为。 本案中， 李某的行为
已具备该罪的构成要件：

一方面， 李某具有非
法占有公司财物的目的。

李某之所以购买、 使
用医院病历记录、 诊断证
明书、 病休建议等， 目的
是为了不上班， 却又能从
公司拿到工资、 享受相关
待遇， 由于这种侵犯公司
财产的手段和方式， 既没
有合同依据也没有法律依
据， 因而属于违法。

另一方面， 李某已经
实施诈骗行为。

诈骗罪中 “虚构事实
或者隐瞒真相” 的实质，
是指行为人所采取的手段
能够让被害人陷入错误认
识， 并使被害人因此而交
付财物。 本案中， 李某故
意隐瞒病历记录、 诊断证
明书、 病休建议等源自从
非法渠道购买的真相， 制
造自己确已患病且必须休
息治疗的假象， 使公司基
于错误认识， 认可李某的
谎言， 并基于相关规定向
李某支付工资， 缴纳社保
费、 公积金等。 相反， 如
果李某如实相告， 公司断
然不会这样做。

再一方面， 李某必须
受到刑事追究。

诈骗罪是一种数额型
犯罪， 即只要诈骗的财物
在 “数额较大” 以上就必
须受到制裁。 就追究刑事
责任的数额标准， 最高人
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
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 第一条第一款规
定： “诈骗公私财物价值
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 三
万元至十万元以上、 五十
万元以上的， 应当分别认
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
规定的 ‘数额较大’ ‘数
额巨大 ’ ‘数额特别巨
大’。” 正因为李某的涉案
金额近6万元， 属 “数额
巨大”， 所以， 李某难逃
罪责。 廖春梅 法官

员工购买虚假病假证明
骗取大额工资构成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