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以来， 劳动用
工中的工资支付 、
劳动合同解除与终
止等劳动关系问题
深受企业和职工的
关注， 涉及劳动报
酬和解聘员工的劳
动争议纠纷也时有
发生。 在众多解除
劳动关系争议中 ，
有一部分纠纷系企
业以疫情防控为名
所致， 也有极少数
纠纷是员工无视疫
情防控要求造成的。
本文通过对4个案例
的分析 ， 释明如何
正确处理疫情期间
的劳动关系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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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发生劳动争议如何处理？
编辑同志：

我和家人积攒好多年工
资才购买一辆小汽车。 前几
天， 该车因交通事故严重受
损后。 尽管保险公司理赔了
全部修理费用， 车辆外观已
恢复原状， 但将它作为二手
车销售， 基于此前发生过事
故必然导致贬值。

请问： 我能否要求肇事
者另外赔偿车辆贬值损失？

读者： 郭秀兰

郭秀兰读者：
你不能要求肇事方另行

赔偿车辆贬值损失。
《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

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二条规
定：“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
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
人赔偿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一）维修被损坏车辆所支
出的费用、车辆所载物品的损
失、车辆施救费用；（二）因车
辆灭失或者无法修复，为购买
交通事故发生时与被损坏车
辆价值相当的车辆重置费用；
（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
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
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
生的合理停运损失；（四）非经
营性车辆因无法继续使用，所
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
的合理费用。”很明显，其中并
没有包括车辆贬值损失。

对此，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 “关于交通事故车辆贬
值损失赔偿问题的建议” 的
答复 》 指出 ： 从理论上讲 ，
损害赔偿的基本原则是填平
损失， 因此， 只要有损失就
应获得赔偿， 但司法解释最
终没有对机动车 “贬值损失”
的赔偿作出规定。 主要原因
在于任何一部法律法规以及
司法解释的出台， 均要考虑
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综
合予以判断， 目前尚不具备
完全支持贬值损失的4个客观
条件：

（1） 虽然理论上不少观
点认为贬值损失具有可赔偿
性， 但仍存有较多争议， 比
如因维修导致零部件以旧换
新是否存在溢价， 从而产生
损益相抵的问题等；

（2） 贬值损失的可赔偿
性要兼顾一国的道路交通实
际状况 。 在事故率比较高 、
人们道路交通安全意识尚需
提高的我国， 赔偿贬值损失
会加重道路交通参与人的负
担， 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

（3） 我国目前鉴定市场
尚不规范， 鉴定机构在逐利
目的驱动下， 对贬值损失的
确定具有较大的任意性。 由
于贬值损失数额确定的不科
学， 导致可能出现案件实质
上的不公正， 加重侵权人的
负担；

（4） 客观上讲， 贬值损
失几乎在每辆发生事故的机
动车上都会存在， 规定贬值
损失可能导致本不会成诉的
交通事故案件大量涌入法院，
不利于减少纠纷。

综合以上考虑 ， 目前 ，
对该项损失的赔偿应持谨慎
态度， 倾向于原则上不予支
持。 当然， 在少数特殊、 极
端情形下， 也可以考虑予以
适当赔偿， 但必须慎重考量，
严格把握。

颜东岳 法官

新车因交通事故受损
为何不赔贬值损失？

退休职工肖福香近日向本
报咨询说， 她今年67岁， 虽然
积蓄不菲但疾病缠身。 由于担
心自己丧失行为能力后无人照
料、 财产被他人侵夺， 她想在
自己清醒时未雨绸缪选定一名
信得过的人， 日后作为她完全
或部分丧失行为能力时的监护
人。

她想知道 ： 这样做行不
行？

法律分析
肖福香老人现在就可以自

行选定日后的监护人。
这里涉及到事先监护又叫

意定监护问题， 指的是被监护
人在自己尚且具备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和清晰真实的意思表示
之时确定自己的监护人， 商定
在自己完全或者部分丧失民事
行为能力后， 由该监护人全权
负责自己的人身、 财产权益。

对此， 《民法典》 第三十
三条规定： “具有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的成年人， 可以与其近
亲属、 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
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 以书
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 在
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
为能力时， 由该监护人履行监
护职责。” 即我国法律对事先

监护持肯定态度， 允许被监护
人 “未雨绸缪 ”， 早早选定 、
确立自己的监护人， 避免违背
自己意愿的人成为监护人乃至
侵害自己的各项权益。

不过， 提前选定监护人的
要件是： 主体是具备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协议要经
过被监护人和监护人的共同协
商； 必须以书面形式订立。

《民法典》 第三十四条规
定： “监护人的职责是代理被
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保
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 财产
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等。 监
护人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产生的

权利， 受法律保护。 监护人不
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
人合法权益的， 应当承担法律
责任。 因发生突发事件等紧急
情况， 监护人暂时无法履行监
护职责， 被监护人的生活处于
无人照料状态的， 被监护人住
所地的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
会或者民政部门应当为被监护
人安排必要的临时生活照料措
施。” 该规定表明 ， 事先监护
确定的监护人必须依法行使权
利、 承担义务。

综上所述， 肖福香老人可
以根据上述要件与合适的人签
订事先监护协议。 颜梅生 法官

老年人可通过事先监护确保养老无虞

【案例1】
员工被隔离， 企业能否

少发或停发工资？

陈某于2021年6月入职 ， 与
公司订立有书面劳动合同。 2022
年3月1日 ， 陈某到一家商城购
物。 第二天， 防疫部门通知一名
核酸检测呈阳性者曾于3月1日进
入该商城。 经排查， 陈某为密切
接触者。 随之， 陈某被隔离。

目前， 陈某担心的是自己被
隔离期间， 公司是否会扣发其工
资？

【说法】
《传染病防治法》 第四十一

条第二款规定： “在隔离期间，
实施隔离措施的人民政府应当对
被隔离人员提供生活保障； 被隔
离人员有工作单位的， 所在单位
不得停止支付其隔离期间的工作
报酬。” 据此， 对新冠肺炎患者、
疑似病人、 密切接触者在其隔离
治疗期间或医学观察期间， 以及
因政府实施隔离措施或采取其他
紧急措施导致不能提供正常劳动
的企业职工， 企业应当支付职工
在此期间的工作报酬。 本案中，
陈某在被隔离期间， 其工资、 福
利待遇由公司按出勤对待。

另外， 企业因受疫情影响而
停工停产的， 也应当依据不同情
况保障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权利。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 第十二条
规定： “非因劳动者原因造成单
位停工、 停产在一个工资支付周
期内的， 用人单位应按劳动合同
规定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 超
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 若劳动
者提供了正常劳动， 则支付给劳
动者的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当地的
最低工资标准； 若劳动者没有提
供正常劳动， 应按国家有关规定
办理。” 因此， 陈某有权全额领
取2022年3月份的工资。

【案例2】
隔离期间， 劳动合同到

期怎么办？

邵某于2019年3月25日入职，
并在当天与公司签订了为期3年
的劳动合同 。 2022年3月 22日 ，
邵某被确定为新冠肺炎病毒的密
切接触者， 需要隔离医学观察数
天。 而此间， 邵某的劳动合同正
好到期。 由于被隔离， 无论是公
司终止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 还
是与他续订劳动合同， 他都无法
回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因此， 邵
某心急如焚。

【说法】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五条

规定， 劳动合同期满， 劳动者患
病或者非因工负伤， 且在规定的
医疗期内的， 用人单位应当将劳
动合同应当续延至医疗期满时终
止。 根据该立法精神， 《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妥善处
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
指出： 对新冠肺炎患者、 疑似病
人、 密切接触者在其隔离治疗期
间或医学观察期间以及因政府实
施隔离措施或采取其他紧急措施
导致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企业职
工， 劳动合同到期的， 应当分别
顺延至职工医疗期期满、 医学观
察期期满、 隔离期期满或者政府
采取的紧急措施结束。 据此， 邵
某不必过于担心劳动合同续签等
问题， 公司依法应当将双方之间
的劳动合同顺延至其隔离期期
满。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八条
规定：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
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 劳动者
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 用人

单位应当继续履行； 劳动者不要
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
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 用人单
位应当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规定
支付赔偿金。” 如果公司在邵某
的隔离期内终止其劳动合同， 那
就要承担违法终止劳动合同的法
律后果， 邵某有权要求公司给予
赔偿。

【案例3】
员工曾感染新冠肺炎，

企业可否以此为由辞退？

章某已在某食品公司连续工
作15年。 2022年2月 ， 章某回老
家过春节， 经公司批准， 其春节
假与10天年休假合在一块儿休。
不料， 章某刚回到老家就被确诊
感染新冠肺炎 ， 后接受隔离治
疗， 半个月后治愈出院。

公司得知章某的情况后， 通
过微信告知他： 因您被确诊过新
冠肺炎， 为了您及公司其他员工
的安全， 请您不要返岗。 另外，
公司已决定自2月18日起与您解
除劳动合同。

章某想知道： 食品公司的决
定合法吗？

【说法】
《传染病防治法》 第十六条

规定： “国家和社会应当关心、
帮助传染病病人、 病原携带者和
疑似传染病病人， 使其得到及时
救治。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
传染病病人、 病原携带者和疑似
传染病病人。 传染病病人、 病原
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 在治
愈前或者在排除传染病嫌疑前，
不得从事法律、 行政法规和国务
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从事的
易使该传染病扩散的工作。” 据
此， 如果员工已治愈或已排除传
染病嫌疑的， 用人单位不得拒绝
员工返岗 ， 更不应解除劳动关
系， 否则， 构成就业歧视。

本案中， 章某虽曾是新冠肺
炎患者， 但已经治愈， 公司不得
歧视。 公司以章某曾患病为由与
其解除劳动合同无任何法律根
据， 因此， 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 。 章某可以依据 《劳动合同
法》 第四十八条规定， 要求公司
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如果章某不
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
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 其可以
要求公司按照经济补偿金的二倍
支付赔偿金。

【案例4】
员工违反防疫要求， 企

业能否予以解雇？

2021年底， 一家餐饮公司按
照疫情防控的要求， 通过民主程
序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 该制
度规定： 员工应配合健康信息核
查和身份登记， 按要求提供行程
信息 、 居住信息 ， 不得擅自外
出、 聚集， 从中高风险地区返回
后主动居家隔离等， 若违反上述
要求即构成严重违纪， 公司有权
予以解雇。 该制度出台后， 公司
进行了宣传和告知。

2022年2月26日晚 ， 厨师王
某下班后擅自赴外地某县城参加
好友婚礼， 次日下午返回公司。
就在王某返还的当天， 疫情防控
部门通报该县城被确定为高风险
地区。 王某得知该情况后并没有
当回事， 仍然照常到公司上班。
后经街道办事处通知， 公司方知
此情。 公司在立即采取相应措施
的同时， 决定与王某解除劳动合
同。

那么 ， 公司有权解雇王某
吗？

【说法】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九条

规定： “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 ， 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 （一） 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
符合录用条件的； （二） 严重违
反 用 人 单 位 的 规 章 制 度 的 ；
（三） 严重失职， 营私舞弊， 给
用 人 单 位 造 成 重 大 损 害 的 ；
（四） 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
位建立劳动关系， 对完成本单位
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 或者
经用人单位提出， 拒不改正的；
（五） 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
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
无效的； （六） 被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的。”

本案中， 餐饮公司制定的有
关防疫规定合法有效， 可以作为
处理劳动关系的依据。 而王某在
知道自己曾经到过高风险地区后
没有向公司报告情况并居家隔
离， 其继续到岗位上班的行为不
仅违反公司的防疫要求， 根据餐
饮公司的行业性质还可能威胁社
会公众利益。 由于王某严重违反
公司规章制度， 所以， 公司解除
其劳动合同的做法合法。

潘家永 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