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处于孕期、 产期、 哺乳期即 “三期” 的女职工， 《劳动合同法》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等
法律法规均作出了明确且特殊的保护性规定， 赋予了她们一系列特殊权利。 然而， 在现实中， 女职工因
“三期” 问题与用人单位没少发生纠纷。 纠其原因， 主要是用人单位未依法办事造成的。 那么， “三期”
女职工享有哪些主要的特殊权利呢？ 以下5个案例通过以案说法的方式给出了明确答案。

【案例1】
怀孕女工不胜任工作，

公司无权解除劳动关系

王某担任公司销售经理， 双
方在劳动合同中约定： 王某的绩
效 工 资 与 月 度 销 售 任 务 完 成
情况挂钩， 若连续3个月未能完
成销售业绩， 公司有权解除劳动
合同 。 2021年9月 ， 王某怀孕 ，
由于身体原因， 她连续几个月未
能完成销售任务 。 2022年1月 ，
公司以王某不胜任工作为由， 提
前30日通知王某解除其劳动关
系。

那么， 公司的做法对吗？

【点评】
用人单位不得解雇工作业绩

欠佳的怀孕女工。
《劳动合同法》 第40条第2

项规定， 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
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
能胜任工作的， 用人单位提前30
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
者额外支付劳动者1个月工资后，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该规定属于
预告辞退。 但是， 本法第42条对
预告辞退作出了限制性规定， 即
对无法定过错情形的 “三期” 女
职工不得预告辞退。

本案中， 王某在怀孕期间虽
不能胜任工作， 但该客观事实不
属于法律上规定的过错， 公司不
能直接解雇王某。 即使王某经公
司培训或调岗后仍不能胜任工
作， 公司也无权将其解雇。 面对
公司违法解雇行为， 王某可依据
《劳动合同法》 第87条规定， 要
求公司纠正错误， 继续履行劳动
合同， 也可以要求公司按经济补
偿标准的二倍向她支付赔偿金。

【案例2】
不知怀孕情况下终止劳

动合同， 应当恢复

劳动合同到期前2天， 公司
通知刘女士办理工作交接和离职
手续。 尽管刘女士仍希望续签劳
动合同， 但在公司不同意的情况
下， 双方签署了终止劳动关系协
议。 此后， 刘女士领到了2万元
的经济补偿金。 离职后的第3天，

刘女士因身体不适前去就医， 经
检查方知自己已怀孕5周。 得知
这一情况， 刘女士立即联系公司
要求恢复劳动关系， 但被拒绝。

那么， 刘女士的要求法律支
持吗？

【点评】
刘女士有权请求恢复劳动关

系。
《劳动合同法 》 第 45条规

定， 女职工在孕期、 产期、 哺乳
期内劳动合同期限届满时， 用人
单位应当将劳动合同的期限顺延
至孕期 、 产期 、 哺乳期期满为
止。 该规定表明， 劳动合同是否
应当延续， 并不以用人单位对女
职工怀孕是否知情为前提， 而是
基于女职工的怀孕事实 。 本案
中， 公司虽然在作出终止劳动合
同决定时不知道刘女士怀孕， 但
在此之前刘女士怀孕属于客观事
实， 所以， 公司应当与其恢复劳
动关系至哺乳期届满。

在公司拒绝恢复劳动关系的
情况下， 刘女士可自知道怀孕之
日起1年内申请劳动仲裁 ， 由仲
裁裁决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如果劳动合同已经无法履行， 比
如， 刘女士的原岗位已被他人替
代， 双方又无法就新岗位达成一
致意见， 那么， 刘女士可以变更
仲裁请求， 要求公司按经济补偿
金标准的2倍支付赔偿金。

【案例3】
企业要求提前结束产

假， 女工有权拒绝

张某于2021年12月18日开始
休产假。 由于休产假的女工有好
几位， 导致公司人手不足， 公司
于2022年3月研究决定： 所有女
工的产假减少1个月 ， 增发50%
的工资作为补偿； 如果拒不执行
公司的规定 ， 减半发放产假工
资。 张某在收到公司的提前上班
通知后， 内心十分矛盾。 如果按
要求提前上班， 来不及找保姆，
孩子无人带。 张某想知道， 如果
不执行公司的决定， 是否会产生
不利后果。

【点评】
公司无权缩短女职工产假期

限。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

定》 第7条第1款规定： “女职工
生育享受98天产假， 其中产前可
以休假15天； 难产的， 增加产假
15天； 生育多胞胎的， 每多生育
1个婴儿 ， 增加产假15天 。” 另
外， 各省还规定女职工可享受一
定天数的奖励产假。 由于女职工
产假天数实行法定制， 所以， 除
非女职工本人自愿， 用人单位不
得以任何理由加以剥夺或者减
少。

本案中， 公司用规章制度的
形式克扣女职工产假是违法的，
张某有权拒绝， 同时， 公司不得
减发其工资。 对此， 《妇女权益
保障法 》 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
定： “任何单位不得因结婚、 怀
孕、 产假、 哺乳等情形， 降低女
职工的工资， 辞退女职工， 单方
解除劳动 (聘用) 合同或者服务
协议。 但是， 女职工要求终止劳
动 (聘用) 合同或者服务协议的
除外。”

【案例4】
减轻 “三期” 女职工劳

动强度， 可调岗但不能降薪

俞某是一名库管员， 每天要
做整理物品的体力活。 2021年8
月， 俞某怀孕。 几个月后， 因身
体乏力， 医院给俞某出具了不适
宜继续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证
明。 于是， 公司安排俞某到办公
室管理档案， 同时将其工资由每
月6500元降至4500元。 俞某认可
公司的调岗安排， 但不认可降薪
决定。

那么， 将 “三期” 女职工调
整到相对较轻岗位后， 能降低其
工资吗？

【点评】
公司降低俞某的工资构成违

法。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

定》 第5条规定： “用人单位不
得因女职工怀孕、 生育、 哺乳降
低其工资、 予以辞退、 与其解除
劳动或者聘用合同。” 第6条第1
款规定： “女职工在孕期不能适
应原劳动的， 用人单位应当根据
医疗机构的证明， 予以减轻劳动

量或者安排其他能够适应的劳
动 。 ” 因此 ， 用人单位应当对
“三期” 女职工给予充分的照顾，
对女职工因 “三期” 致使工作受
到一定影响的， 应具有容忍度。
在减轻劳动量时， 工资水平应维
持不变 ； 在安排其他轻松岗位
后， 一般也不能执行薪随岗降的
原则。

本案中， 俞某有权要求公司
补足其工资差额。 如果公司不同
意， 俞某可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
解决 ， 也可以直接申请劳动仲
裁。

【案例5】
生育津贴低于实际工

资， 单位有义务补足差额

吴某是一家商贸公司职工，
每月工资5500元。 半年前， 她因
生孩子休了产假， 可产假期间每
月只拿到4500元的工资。 经多方
打听， 吴某才得知公司没有按她
的实际工资缴纳生育保险费。

那么， 吴某有权要求公司补
足相应的差额吗？

【点评】
吴某有权要求公司补足差

额。
《社会保险法 》 第 56条规

定： “生育津贴按照职工所在用
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计
发。” 据此， 由生育保险基金支
付的生育津贴可能等于、 高于或
低于女职工产假前的工资标准。
本案中， 由于公司是按照其全员
月平均工资 4500元作为缴费基
数， 所以， 吴某每月只能从生育
保险基金中领取4500元。

《妇女权益保障法》 第27条
第1款规定， 任何单位不得因结
婚、 怀孕、 产假、 哺乳等情形，
降低女职工的工资。 《女职工劳
动保护特别规定》 第8条第1款规
定： “女职工产假期间的生育津
贴， ……对未参加生育保险的，
按照女职工产假前工资的标准由
用人单位支付。” 这些规定表明，
生育津贴应当与女职工产假前工
资标准一致。 因此， 吴某产假期
间的工资差额部分1000元应当由
公司予以补足。

潘家永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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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女职工享有哪些特殊权益？
编辑同志：

我下班后在步行回家途
中， 遇到醉酒驾驶摩托车的
刘某。 刘某出于好心， 愿意
顺路带我回家且不收任何费
用。 期间， 我因摩托车掉入
山谷而严重受伤。 经查， 刘
某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
达210毫克， 被交警部门认
定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面
对我的索赔， 刘某以其系好
意同乘为由予以拒绝。

请问： 刘某究竟应否承
担赔偿责任？

读者： 赵琳琳

赵琳琳读者：
刘某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
《民法典》 第一千二百

一十七条规定： “非营运机
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
搭乘人损害， 属于该机动车
一方责任的， 应当减轻其赔
偿责任， 但是机动车使用人
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
外。” 与之对应， 好意同乘
是指不是出于盈利目的而无
偿搭载他人， 如果发生交通
事故， 应当减轻赔偿责任，
意在提倡良好的社会道德风
尚。

好意同乘构成要件是 ：
司机之举系出于好意的无偿
的帮助行为； 司机对事故发
生具有过错； 司机必须没有
故意或重大过失， 因为司机
虽然是免费搭载别人， 但也
有最起码的安全保障义务，
不得因严重观察不周、 驾驶
措施失当导致重大侵权损
害， 必须具备驾驶资格这一
基本前提。

《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
九十一条规定： “饮酒后驾
驶机动车的， 处暂扣六个月
机动车驾驶证， 并处一千元
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刑
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也指
出 ： “在道路上驾驶机动
车，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处
拘役， 并处罚金： (一) 追
逐 竞 驶 ， 情 节 恶 劣 的 ；
(二 ) 醉 酒 驾 驶 机 动 车 的
……” 即酒后驾车为法律所
禁止， 甚至醉酒驾车需要追
究刑事责任。

根据 《车辆驾驶人员血
液、 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
验》 规定， 100毫升血液中
酒精含量达到20-80毫克的
驾驶员即酒后驾车， 80毫克
以上为醉酒驾车。 本案中，
刘某在100毫升血液中酒精
含量高达210毫克、 不具备
驾驶资格的情况下， 明知自
己的行为构成犯罪， 明知极
易导致交通事故却听之任
之。 其虽然不希望造成他人
损害， 但对损害的发生明显
具有间接故意 。 正因为如
此， 本案不符合好意同乘条
件 ， 刘某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

不过， 《民法典》 第一
千一百七十三条规定： “被
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
者扩大有过错的， 可以减轻
侵权人的责任 。” 本案中 ，
你自己明知刘某醉驾仍然搭
乘， 也应承担一定责任。

颜梅生 法官

醉酒后免费搭载他人
是否构成好意同乘？

近日， 读者刘美琳向本报咨
询说， 今年春节假期届满后， 她
的同事邱某因有事无法按时到
岗。 为不影响工作， 邱某让她顶
替一个班， 且要求她保密， 不让
领导知道。 她碍于情面， 答应了
邱某的请求。 不料， 她在工作时
不慎摔倒受伤。 由于她无力承担
医疗费用， 加之公司没有为她办
理工伤保险， 所以， 当她要求公
司垫付医疗费时， 公司称她系擅
自顶班受伤， 该情形不能构成工
伤， 故不予以报销。

她想知道： 公司的理由成立
吗？

法律分析
公司的理由不能成立。
首先， 刘美琳的情形符合工

伤的构成要件 。 《工伤保险条
例 》 第十四条第 （一 ） 项规定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 因
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应
当认定为工伤。 即就职工所受到
的事故伤害 ， 能否被认定为工
伤， 关键取决于是否符合 “工作
时间”、 “工作场所”、 “因工作
原因” 三个要件。

与之对应， 本案情形与上述
规定想吻合： 一方面， 刘美琳系

在工作时受伤， 具备时间要素；
另一方面， 刘美琳受伤发生在工
作场所， 具备地点要素； 再一方
面， 刘美琳因为工作不慎摔倒。
在这种情况下， 虽然刘美琳系擅
自顶班， 但这并不排除其具有公
司职工的身份、 所从事的工作同
样是为了公司的利益， 照样能为
公司产生经济效益， 且其顶岗上
班出自善意。

其次， 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 《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二条
规定：“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
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
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 由该用

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
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 ”

《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暂
行办法》 第六条规定： “职工所
在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
费， 发生工伤事故的， 用人单位
应当采取措施及时救治， 并按照
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
支付费用。”

基于以上规定， 因公司没有
履行为刘美琳办理工伤保险的法
定义务， 所以， 公司应当参照工
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向刘美琳
支付相关医疗费用。

颜东岳 法官

擅自为同事顶班受伤，是否构成工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