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同志：
一年前， 我进入一家私

营印刷厂从事装订工作， 双
方签订了2年期劳动合同 。
前些日子， 老板突然被警察
带走， 印刷厂也关闭了。 我
经打听得知， 这家印刷厂未
领取印刷许可证和营业执
照， 不具有合法经营资格。
现在， 厂里已经人去楼空，
但该厂还欠着我和其他工人
1个月的工资。

请问： 我与印刷厂之间
的劳动合同以及我的相关权
益是否受法律保护？ 该如何
维权？

读者： 张有立

张有立读者：
印刷厂和你之间属于非

法用工关系。 国务院 《印刷
业管理条例》 第八条规定：
“国家实行印刷经营许可制
度。 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取得
印刷经营许可证的， 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印刷经营
活动。” 由于涉案印刷厂未
经行政许可， 不属于 《劳动
合同法》 规定的用人单位，
其属于非法用工， 因此， 你
与该印刷厂之间订立的劳动
合同无效。 不过， 你已付出
了劳动， 相关权益仍受法律
保护。

对此，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
法律问题的解释 （一）》 第
四十一条规定： “劳动合同
被确认为无效， 劳动者已付
出劳动的， 用人单位应当按
照 《劳动合同法》 第二十八
条、 第四十六条、 第四十七
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支付劳动
报酬和经济补偿。 由于用人
单位原因订立无效劳动合
同， 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
用人单位应当赔偿劳动者因
合同无效所造成的经济损
失。” 据此， 你除有权追索1
个月的工资外， 还有权要求
支付给经济补偿， 并可以根
据具体情况要求对方赔偿经
济损失。

至于讨薪和索赔的对
象， 应当选择该印刷厂的出
资人。 上述司法解释第二十
九条规定： “劳动者与未办
理营业执照、 营业执照被吊
销或者营业期限届满仍继续
经营的用人单位发生争议
的， 应当将用人单位或者其
出资人列为当事人。” 由于
该印刷厂并非合法的用人单
位， 不属于适格的当事人，
所以， 本案中的被申请人或
被告应当为印刷厂的出资
人。

关于维权的途径， 应当
是先仲裁后诉讼。 《劳动争
议调解仲裁法》 第五条规定
了劳动争议处理的基本程
序， 即发生劳动争议后， 当
事人之间可以协商、 申请调
解、 申请劳动仲裁； 对仲裁
裁决不服的， 除法律另有规
定外， 可以起诉。 因此， 你
可以选择申请劳动仲裁， 请
求劳动仲裁机构确认你与印
刷厂之间的劳动合同无效，
并提出由出资人支付你劳动
报酬、 经济补偿和赔偿损失
的请求。 如果劳动仲裁机构
以该案涉及非法用工为由而
不予受理， 你应要求其出具
不予受理通知书， 然后到法
院起诉。 潘家永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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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路曼

劳动者因迟发工资提出辞职， 用人单位应否
支付经济补偿？ 用人单位未经协商降低劳动报酬，
劳动者该怎么办？ 农民工因工负伤， 能否向违法
转包工程的建筑公司索要工伤待遇？ 针对这些疑
问， 北京市密云区法院法官结合4个典型案例， 通
过以案说法的方式详细讲解了实践中劳动者应当
如何维权。

劳动者遭遇非法用工
可以主张哪些权益？

招聘单位要求职工交纳保证金、体检费属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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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律师：
您好！
近日， 我找到一份保安工

作。 在入职的时候， 公司人力
资源经理告诉我， 让我交纳保
证金和体检费共计1000元 。 我
不知道公司这种做法是否合法？
也不知道自己该不该交这些费
用？

请问： 在这种情况下 ， 我
应当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答： 《劳动合同法》 第九
条规定： “用人单位招用劳动
者， 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
份证和其他证件， 不得要求劳
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
向劳动者收取财物”。

此 外 ， 原 北 京 市 劳 动 局
《关于转发 〈劳动部关于严禁用
人单位录用职工非法收费的通
知 〉 的 通 知 》 第 一 条 规 定 ：
“用人单位在招收 、 录用职工
时， 不得以任何名义收取他们
的集资 、 风险基金 、 抵押金 、
保证金、 报名、 培训、 体检等
任何费用。”

根据上述规定， 可以确认
公司要求应聘者缴纳保证金和
体检费的行为属于违法。

另外， 《劳动合同法 》 第
八十四条规定： “……用人单
位违反本法规定， 以担保或者
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的，
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退还
劳动者本人， 并以每人五百元

以上二千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
款； 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 应
当承担赔偿责任。”

《劳动部关于严禁用人单
位录用职工非法收费的通知 》
第三条规定： “劳动行政部门
要加强对用人单位录用职工行
为的监督检查。 对用人单位在
录用职工时非法向劳动者个人
收取费用的， 应责令用人单位
立即退还劳动者； 对用人单位
招工后不能向职工提供正常工
作岗位或不能保障职工其他各
项劳动权利的， 应依法予以纠
正 ； 给劳动者造成经济损失
的， 应责令其赔偿。 因此而发
生的劳动争议， 当事人有权向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

裁。”
据此， 您有权拒绝向公司

交纳保证金和体检费。 若已经
交纳这些费用， 您可以请求劳
动行政部门责令或者请求劳动
仲裁机构裁决公司予以退还。

案例1

职工因迟发工资辞职，
企业应当支付经济补偿

郭某于2018年5月入职一家
工贸公司， 双方签订了2年期限
的劳动合同， 合同约定次月15日
前发放上个月的工资。 然而， 自
2019年10月起， 该公司以货款无
法按时到账为由延期1至3个月发
放工资。 2020年5月，双方续订劳
动合同。 同年9月，郭某以公司长
期拖欠工资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关
系。随后，郭某诉至法院要求公司
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公司不同意郭某的请求， 辩
称其实际工资支付周期为1至3个
月， 郭某的工资始终在该周期内
支付工资。 结合双方续订劳动合
同的事实， 可知郭某系在知悉且
同意公司工资支付周期的情况下
续订劳动合同， 进而可认定公司
不存在拖欠工资的事实， 故请求
法院驳回郭某的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密云区法院审理本案的法官
认为， 依据 《劳动合同法》 第三
十八条规定， 劳动者以用人单位
未及时支付劳动报酬为由提出解
除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位应支付
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该案
中， 涉案公司长期未按合同约定
时间支付劳动报酬， 郭某以此为
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符合法定支
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

本案中， 公司虽主张郭某对
公司工资实际支付周期明确知晓
并同意续订合同， 应当视为双方
协商一致， 但劳动者作为弱势一
方， 其对用人单位实际履行合同
行为只能被动接受， 故不应将劳
动者续订合同行为视为对工资支
付时间协商一致， 也应将劳动者
这一行为作为用人单位不及时支
付劳动报酬的合法依据。 据此，
法院判决公司向郭某支付解除劳
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案例2

未经协商降低劳动报
酬， 应当补足工资差额

李某在一家装饰公司从事软

装设计工作， 双方订立了为期3
年的劳动合同， 约定其月基本工
资为1万元。 2020年2月， 该公司
受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影 响 安 排 李
某 居 家办公 ， 同时发布一季度
薪酬待遇调整公告： 1.取消一季
度奖励工资 。 2.2月份薪酬发放
标准为： 月收入1万元之下的按
60%发放 ， 月收入1万元之上的
按50%发放。

李某认为其居家办公时工作
量并未减少， 应当按照正常工资
标准发放。 装饰公司则主张， 应
当 按 照 调 整 后 的 薪 酬 标 准 发
放 ， 李某2020年2月工资不存在
差额。

李某不同意公司的主张， 请
求 仲 裁 裁 决 装 饰 公 司 向 其 补
足 2020年2月工资差额。 装饰公
司不服裁决诉至法院。 经审理，
法院判决其补足李某少发的工
资。

法官说法

审理本案的密云区法院法官
认为，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
致， 可以按照 《劳动合同法》 第
三十五条规定变更劳动合同约定
的内容。 而变更劳动合同， 应当
采取书面形式。 本案中， 装饰公
司发布的薪酬待遇调整公告未经
职工代表或者全体职工讨论及平
等协商， 未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即
降低劳动者劳动报酬， 该行为不
符合法律规定。

另外， 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
在家上班或灵活办公， 应视为劳
动者正常出勤， 应按正常工作期
间工资收入支付劳动者工资。 综
上， 法院依法判决装饰公司支付
李某2020年2月工资差额是正确
的。

案例3

单位不能证明加班工资
已经支付， 应当予以补发

刘某于2020年7月入职一家
汽车销售公司并担任销售顾问职
务 ， 合同约定其月基本工资为
4000元， 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加
销售提成工资。工作期间，刘某每
月休息4天，除春节外其他法定休
假日均不休息。2021年6月， 刘某
申请辞职， 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
关系。此后，刘某诉至法院要求公
司支付休息日及法定休假日加班
工资。 公司认为其已支付刘某的
工资中包括加班工资并提交工资
表予以证明。该工资表显示，刘某
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休息日、法
定休假日加班工资等。刘某辩称，
公司系将提成工资拆分为加班工
资，实际上并未支付加班工资。

法官说法

密云区法院审理本案的法官
认为， 根据 《劳动法》 第四十四
条规定， 用人单位休息日安排劳
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 应
当向其支付不低于工资的200%
的工资报酬； 法定休假日安排劳
动者工作的， 支付不低于工资的
300%的工资报酬 。 本案中 ， 汽
车销售公司安排刘某休息日及法
定休假日加班， 此后又未安排其
补休， 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向刘某
支付加班工资。

汽车销售公司虽主张支付给
刘某的工资中包含加班工资并提
交工资表加以证明， 该工资表显
示工资构成中有加班工资项， 但
加班工资数额与公司提交的考勤

表显示的郭某加班情况不符， 且
该工资表无刘某签字确认， 故法
院不采纳汽车销售公司所持已支
付刘某加班工资的辩解意见， 遂
判决公司向刘某支付休息日及法
定休假日加班工资。

案例4

虽未建立劳动关系， 建
筑公司违法转包仍需担责

农民工程某于2019年6月到某
工程项目从事木工工作。 该项目劳
务公司是一家建筑公司， 实际劳
务承包人是向某， 陈某又从向某
处承包了木工支模劳务项目。程
某系由陈某雇佣， 受陈某管理并
发放工资， 生效判决认定程某与
建筑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2019年6月28日，程某在工作
中受伤。经调查核实，最终认定程
某所受伤害属于工伤， 承担工伤
保险责任单位为建筑公司。 经鉴
定， 程某的伤情达到职工工伤与
职业病致残等级标准为八级。 后
因工伤保险待遇问题， 程某诉至
法院要求建筑公司承担工伤保险
责任。 建筑公司辩称其与程某不
存在劳动关系， 不应承担工伤保
险责任， 且不同意程某的诉讼请
求。经审理，法院判决驳回建筑公
司的诉讼请求， 支持程某要求建
筑公司给付工伤待遇的主张。

法官说法

密云区法院审理本案的法官
认为， 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
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
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 该
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
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 ， 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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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条规定， 依法由用工单位作为
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 本案
中， 建筑公司虽与程某不存在劳
动关系， 但该公司系实际用工单
位， 且工伤认定决定书载明承担
工伤保险责任单位为该公司，在
该决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情况
下， 建筑公司应对程某因工受伤
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据此，法院判
决驳回建筑公司的诉讼请求，同
时判令建筑公司向程某支付一次
性伤残补助金、 一次性工伤医疗
补助金等工伤保险待遇。

职工权益受侵害 法官以案说法帮您维权

案例1

职工因迟发工资辞职，
企业应当支付经济补偿

郭某于2018年5月入职一家
工贸公司， 双方签订了2年期限
的劳动合同， 合同约定次月15日
前发放上个月的工资。 然而， 自
2019年10月起， 该公司以货款无
法按时到账为由延期1至3个月发
放工资。 2020年5月，双方续订劳
动合同。 同年9月，郭某以公司长
期拖欠工资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关
系。随后，郭某诉至法院要求公司
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公司不同意郭某的请求， 辩
称其实际工资支付周期为1至3个
月， 郭某的工资始终在该周期内
支付工资。 结合双方续订劳动合
同的事实， 可知郭某系在知悉且
同意公司工资支付周期的情况下
续订劳动合同， 进而可认定公司
不存在拖欠工资的事实， 故请求
法院驳回郭某的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密云区法院审理本案的法官
认为， 依据 《劳动合同法》 第三
十八条规定， 劳动者以用人单位
未及时支付劳动报酬为由提出解
除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位应支付
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该案
中， 涉案公司长期未按合同约定
时间支付劳动报酬， 郭某以此为
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符合法定支
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

本案中， 公司虽主张郭某对
公司工资实际支付周期明确知晓
并同意续订合同， 应当视为双方
协商一致， 但劳动者作为弱势一
方， 其对用人单位实际履行合同
行为只能被动接受， 故不应将劳
动者续订合同行为视为对工资支
付时间协商一致， 也应将劳动者
这一行为作为用人单位不及时支
付劳动报酬的合法依据。 据此，
法院判决公司向郭某支付解除劳
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案例2

未经协商降低劳动报
酬， 应当补足工资差额

李某在一家装饰公司从事软

装设计工作， 双方订立了为期3
年的劳动合同， 约定其月基本工
资为1万元。 2020年2月， 该公司
受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影 响 安 排 李
某 居 家办公 ， 同时发布一季度
薪酬待遇调整公告： 1.取消一季
度奖励工资 。 2.2月份薪酬发放
标准为： 月收入1万元之下的按
60%发放 ， 月收入1万元之上的
按50%发放。

李某认为其居家办公时工作
量并未减少， 应当按照正常工资
标准发放。 装饰公司则主张， 应
当 按 照 调 整 后 的 薪 酬 标 准 发
放 ， 李某2020年2月工资不存在
差额。

李某不同意公司的主张， 请
求 仲 裁 裁 决 装 饰 公 司 向 其 补
足 2020年2月工资差额。 装饰公
司不服裁决诉至法院。 经审理，
法院判决其补足李某少发的工
资。

法官说法

审理本案的密云区法院法官
认为，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
致， 可以按照 《劳动合同法》 第
三十五条规定变更劳动合同约定
的内容。 而变更劳动合同， 应当
采取书面形式。 本案中， 装饰公
司发布的薪酬待遇调整公告未经
职工代表或者全体职工讨论及平
等协商， 未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即
降低劳动者劳动报酬， 该行为不
符合法律规定。

另外， 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
在家上班或灵活办公， 应视为劳
动者正常出勤， 应按正常工作期
间工资收入支付劳动者工资。 综
上， 法院依法判决装饰公司支付
李某2020年2月工资差额是正确
的。

案例3

单位不能证明加班工资
已经支付， 应当予以补发

刘某于2020年7月入职一家
汽车销售公司并担任销售顾问职
务 ， 合同约定其月基本工资为
4000元， 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加
销售提成工资。工作期间，刘某每
月休息4天，除春节外其他法定休
假日均不休息。2021年6月， 刘某
申请辞职， 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
关系。此后，刘某诉至法院要求公
司支付休息日及法定休假日加班
工资。 公司认为其已支付刘某的
工资中包括加班工资并提交工资
表予以证明。该工资表显示，刘某
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休息日、法
定休假日加班工资等。刘某辩称，
公司系将提成工资拆分为加班工
资，实际上并未支付加班工资。

法官说法

密云区法院审理本案的法官
认为， 根据 《劳动法》 第四十四
条规定， 用人单位休息日安排劳
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 应
当向其支付不低于工资的200%
的工资报酬； 法定休假日安排劳
动者工作的， 支付不低于工资的
300%的工资报酬 。 本案中 ， 汽
车销售公司安排刘某休息日及法
定休假日加班， 此后又未安排其
补休， 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向刘某
支付加班工资。

汽车销售公司虽主张支付给
刘某的工资中包含加班工资并提
交工资表加以证明， 该工资表显
示工资构成中有加班工资项， 但
加班工资数额与公司提交的考勤

表显示的郭某加班情况不符， 且
该工资表无刘某签字确认， 故法
院不采纳汽车销售公司所持已支
付刘某加班工资的辩解意见， 遂
判决公司向刘某支付休息日及法
定休假日加班工资。

案例4

虽未建立劳动关系， 建
筑公司违法转包仍需担责

农民工程某于2019年6月到某
工程项目从事木工工作。 该项目劳
务公司是一家建筑公司， 实际劳
务承包人是向某， 陈某又从向某
处承包了木工支模劳务项目。程
某系由陈某雇佣， 受陈某管理并
发放工资， 生效判决认定程某与
建筑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2019年6月28日，程某在工作
中受伤。经调查核实，最终认定程
某所受伤害属于工伤， 承担工伤
保险责任单位为建筑公司。 经鉴
定， 程某的伤情达到职工工伤与
职业病致残等级标准为八级。 后
因工伤保险待遇问题， 程某诉至
法院要求建筑公司承担工伤保险
责任。 建筑公司辩称其与程某不
存在劳动关系， 不应承担工伤保
险责任， 且不同意程某的诉讼请
求。经审理，法院判决驳回建筑公
司的诉讼请求， 支持程某要求建
筑公司给付工伤待遇的主张。

法官说法

密云区法院审理本案的法官
认为， 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
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
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 该
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
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 ， 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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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条规定， 依法由用工单位作为
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 本案
中， 建筑公司虽与程某不存在劳
动关系， 但该公司系实际用工单
位， 且工伤认定决定书载明承担
工伤保险责任单位为该公司，在
该决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情况
下， 建筑公司应对程某因工受伤
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据此，法院判
决驳回建筑公司的诉讼请求，同
时判令建筑公司向程某支付一次
性伤残补助金、 一次性工伤医疗
补助金等工伤保险待遇。

案例1

职工因迟发工资辞职，
企业应当支付经济补偿

郭某于2018年5月入职一家
工贸公司， 双方签订了2年期限
的劳动合同， 合同约定次月15日
前发放上个月的工资。 然而， 自
2019年10月起， 该公司以货款无
法按时到账为由延期1至3个月发
放工资。 2020年5月，双方续订劳
动合同。 同年9月，郭某以公司长
期拖欠工资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关
系。随后，郭某诉至法院要求公司
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公司不同意郭某的请求， 辩
称其实际工资支付周期为1至3个
月， 郭某的工资始终在该周期内
支付工资。 结合双方续订劳动合
同的事实， 可知郭某系在知悉且
同意公司工资支付周期的情况下
续订劳动合同， 进而可认定公司
不存在拖欠工资的事实， 故请求
法院驳回郭某的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密云区法院审理本案的法官
认为， 依据 《劳动合同法》 第三
十八条规定， 劳动者以用人单位
未及时支付劳动报酬为由提出解
除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位应支付
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该案
中， 涉案公司长期未按合同约定
时间支付劳动报酬， 郭某以此为
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符合法定支
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

本案中， 公司虽主张郭某对
公司工资实际支付周期明确知晓
并同意续订合同， 应当视为双方
协商一致， 但劳动者作为弱势一
方， 其对用人单位实际履行合同
行为只能被动接受， 故不应将劳
动者续订合同行为视为对工资支
付时间协商一致， 也应将劳动者
这一行为作为用人单位不及时支
付劳动报酬的合法依据。 据此，
法院判决公司向郭某支付解除劳
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案例2

未经协商降低劳动报
酬， 应当补足工资差额

李某在一家装饰公司从事软

装设计工作， 双方订立了为期3
年的劳动合同， 约定其月基本工
资为1万元。 2020年2月， 该公司
受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影 响 安 排 李
某 居 家办公 ， 同时发布一季度
薪酬待遇调整公告： 1.取消一季
度奖励工资 。 2.2月份薪酬发放
标准为： 月收入1万元之下的按
60%发放 ， 月收入1万元之上的
按50%发放。

李某认为其居家办公时工作
量并未减少， 应当按照正常工资
标准发放。 装饰公司则主张， 应
当 按 照 调 整 后 的 薪 酬 标 准 发
放 ， 李某2020年2月工资不存在
差额。

李某不同意公司的主张， 请
求 仲 裁 裁 决 装 饰 公 司 向 其 补
足 2020年2月工资差额。 装饰公
司不服裁决诉至法院。 经审理，
法院判决其补足李某少发的工
资。

法官说法

审理本案的密云区法院法官
认为，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
致， 可以按照 《劳动合同法》 第
三十五条规定变更劳动合同约定
的内容。 而变更劳动合同， 应当
采取书面形式。 本案中， 装饰公
司发布的薪酬待遇调整公告未经
职工代表或者全体职工讨论及平
等协商， 未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即
降低劳动者劳动报酬， 该行为不
符合法律规定。

另外， 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
在家上班或灵活办公， 应视为劳
动者正常出勤， 应按正常工作期
间工资收入支付劳动者工资。 综
上， 法院依法判决装饰公司支付
李某2020年2月工资差额是正确
的。

案例3

单位不能证明加班工资
已经支付， 应当予以补发

刘某于2020年7月入职一家
汽车销售公司并担任销售顾问职
务 ， 合同约定其月基本工资为
4000元， 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加
销售提成工资。工作期间，刘某每
月休息4天，除春节外其他法定休
假日均不休息。2021年6月， 刘某
申请辞职， 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
关系。此后，刘某诉至法院要求公
司支付休息日及法定休假日加班
工资。 公司认为其已支付刘某的
工资中包括加班工资并提交工资
表予以证明。该工资表显示，刘某
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休息日、法
定休假日加班工资等。刘某辩称，
公司系将提成工资拆分为加班工
资，实际上并未支付加班工资。

法官说法

密云区法院审理本案的法官
认为， 根据 《劳动法》 第四十四
条规定， 用人单位休息日安排劳
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 应
当向其支付不低于工资的200%
的工资报酬； 法定休假日安排劳
动者工作的， 支付不低于工资的
300%的工资报酬 。 本案中 ， 汽
车销售公司安排刘某休息日及法
定休假日加班， 此后又未安排其
补休， 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向刘某
支付加班工资。

汽车销售公司虽主张支付给
刘某的工资中包含加班工资并提
交工资表加以证明， 该工资表显
示工资构成中有加班工资项， 但
加班工资数额与公司提交的考勤

表显示的郭某加班情况不符， 且
该工资表无刘某签字确认， 故法
院不采纳汽车销售公司所持已支
付刘某加班工资的辩解意见， 遂
判决公司向刘某支付休息日及法
定休假日加班工资。

案例4

虽未建立劳动关系， 建
筑公司违法转包仍需担责

农民工程某于2019年6月到某
工程项目从事木工工作。 该项目劳
务公司是一家建筑公司， 实际劳
务承包人是向某， 陈某又从向某
处承包了木工支模劳务项目。程
某系由陈某雇佣， 受陈某管理并
发放工资， 生效判决认定程某与
建筑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2019年6月28日，程某在工作
中受伤。经调查核实，最终认定程
某所受伤害属于工伤， 承担工伤
保险责任单位为建筑公司。 经鉴
定， 程某的伤情达到职工工伤与
职业病致残等级标准为八级。 后
因工伤保险待遇问题， 程某诉至
法院要求建筑公司承担工伤保险
责任。 建筑公司辩称其与程某不
存在劳动关系， 不应承担工伤保
险责任， 且不同意程某的诉讼请
求。经审理，法院判决驳回建筑公
司的诉讼请求， 支持程某要求建
筑公司给付工伤待遇的主张。

法官说法

密云区法院审理本案的法官
认为， 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
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
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 该
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
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 ， 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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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条规定， 依法由用工单位作为
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 本案
中， 建筑公司虽与程某不存在劳
动关系， 但该公司系实际用工单
位， 且工伤认定决定书载明承担
工伤保险责任单位为该公司，在
该决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情况
下， 建筑公司应对程某因工受伤
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据此，法院判
决驳回建筑公司的诉讼请求，同
时判令建筑公司向程某支付一次
性伤残补助金、 一次性工伤医疗
补助金等工伤保险待遇。

案例1

职工因迟发工资辞职，
企业应当支付经济补偿

郭某于2018年5月入职一家
工贸公司， 双方签订了2年期限
的劳动合同， 合同约定次月15日
前发放上个月的工资。 然而， 自
2019年10月起， 该公司以货款无
法按时到账为由延期1至3个月发
放工资。 2020年5月，双方续订劳
动合同。 同年9月，郭某以公司长
期拖欠工资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关
系。随后，郭某诉至法院要求公司
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公司不同意郭某的请求， 辩
称其实际工资支付周期为1至3个
月， 郭某的工资始终在该周期内
支付工资。 结合双方续订劳动合
同的事实， 可知郭某系在知悉且
同意公司工资支付周期的情况下
续订劳动合同， 进而可认定公司
不存在拖欠工资的事实， 故请求
法院驳回郭某的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密云区法院审理本案的法官
认为， 依据 《劳动合同法》 第三
十八条规定， 劳动者以用人单位
未及时支付劳动报酬为由提出解
除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位应支付
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该案
中， 涉案公司长期未按合同约定
时间支付劳动报酬， 郭某以此为
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符合法定支
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

本案中， 公司虽主张郭某对
公司工资实际支付周期明确知晓
并同意续订合同， 应当视为双方
协商一致， 但劳动者作为弱势一
方， 其对用人单位实际履行合同
行为只能被动接受， 故不应将劳
动者续订合同行为视为对工资支
付时间协商一致， 也应将劳动者
这一行为作为用人单位不及时支
付劳动报酬的合法依据。 据此，
法院判决公司向郭某支付解除劳
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案例2

未经协商降低劳动报
酬， 应当补足工资差额

李某在一家装饰公司从事软

装设计工作， 双方订立了为期3
年的劳动合同， 约定其月基本工
资为1万元。 2020年2月， 该公司
受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影 响 安 排 李
某 居 家办公 ， 同时发布一季度
薪酬待遇调整公告： 1.取消一季
度奖励工资 。 2.2月份薪酬发放
标准为： 月收入1万元之下的按
60%发放 ， 月收入1万元之上的
按50%发放。

李某认为其居家办公时工作
量并未减少， 应当按照正常工资
标准发放。 装饰公司则主张， 应
当 按 照 调 整 后 的 薪 酬 标 准 发
放 ， 李某2020年2月工资不存在
差额。

李某不同意公司的主张， 请
求 仲 裁 裁 决 装 饰 公 司 向 其 补
足 2020年2月工资差额。 装饰公
司不服裁决诉至法院。 经审理，
法院判决其补足李某少发的工
资。

法官说法

审理本案的密云区法院法官
认为，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
致， 可以按照 《劳动合同法》 第
三十五条规定变更劳动合同约定
的内容。 而变更劳动合同， 应当
采取书面形式。 本案中， 装饰公
司发布的薪酬待遇调整公告未经
职工代表或者全体职工讨论及平
等协商， 未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即
降低劳动者劳动报酬， 该行为不
符合法律规定。

另外， 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
在家上班或灵活办公， 应视为劳
动者正常出勤， 应按正常工作期
间工资收入支付劳动者工资。 综
上， 法院依法判决装饰公司支付
李某2020年2月工资差额是正确
的。

案例3

单位不能证明加班工资
已经支付， 应当予以补发

刘某于2020年7月入职一家
汽车销售公司并担任销售顾问职
务 ， 合同约定其月基本工资为
4000元， 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加
销售提成工资。工作期间，刘某每
月休息4天，除春节外其他法定休
假日均不休息。2021年6月， 刘某
申请辞职， 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
关系。此后，刘某诉至法院要求公
司支付休息日及法定休假日加班
工资。 公司认为其已支付刘某的
工资中包括加班工资并提交工资
表予以证明。该工资表显示，刘某
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休息日、法
定休假日加班工资等。刘某辩称，
公司系将提成工资拆分为加班工
资，实际上并未支付加班工资。

法官说法

密云区法院审理本案的法官
认为， 根据 《劳动法》 第四十四
条规定， 用人单位休息日安排劳
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 应
当向其支付不低于工资的200%
的工资报酬； 法定休假日安排劳
动者工作的， 支付不低于工资的
300%的工资报酬 。 本案中 ， 汽
车销售公司安排刘某休息日及法
定休假日加班， 此后又未安排其
补休， 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向刘某
支付加班工资。

汽车销售公司虽主张支付给
刘某的工资中包含加班工资并提
交工资表加以证明， 该工资表显
示工资构成中有加班工资项， 但
加班工资数额与公司提交的考勤

表显示的郭某加班情况不符， 且
该工资表无刘某签字确认， 故法
院不采纳汽车销售公司所持已支
付刘某加班工资的辩解意见， 遂
判决公司向刘某支付休息日及法
定休假日加班工资。

案例4

虽未建立劳动关系， 建
筑公司违法转包仍需担责

农民工程某于2019年6月到某
工程项目从事木工工作。 该项目劳
务公司是一家建筑公司， 实际劳
务承包人是向某， 陈某又从向某
处承包了木工支模劳务项目。程
某系由陈某雇佣， 受陈某管理并
发放工资， 生效判决认定程某与
建筑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2019年6月28日，程某在工作
中受伤。经调查核实，最终认定程
某所受伤害属于工伤， 承担工伤
保险责任单位为建筑公司。 经鉴
定， 程某的伤情达到职工工伤与
职业病致残等级标准为八级。 后
因工伤保险待遇问题， 程某诉至
法院要求建筑公司承担工伤保险
责任。 建筑公司辩称其与程某不
存在劳动关系， 不应承担工伤保
险责任， 且不同意程某的诉讼请
求。经审理，法院判决驳回建筑公
司的诉讼请求， 支持程某要求建
筑公司给付工伤待遇的主张。

法官说法

密云区法院审理本案的法官
认为， 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
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
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 该
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
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 ， 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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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条规定， 依法由用工单位作为
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 本案
中， 建筑公司虽与程某不存在劳
动关系， 但该公司系实际用工单
位， 且工伤认定决定书载明承担
工伤保险责任单位为该公司，在
该决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情况
下， 建筑公司应对程某因工受伤
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据此，法院判
决驳回建筑公司的诉讼请求，同
时判令建筑公司向程某支付一次
性伤残补助金、 一次性工伤医疗
补助金等工伤保险待遇。

案例1

职工因迟发工资辞职，
企业应当支付经济补偿

郭某于2018年5月入职一家
工贸公司， 双方签订了2年期限
的劳动合同， 合同约定次月15日
前发放上个月的工资。 然而， 自
2019年10月起， 该公司以货款无
法按时到账为由延期1至3个月发
放工资。 2020年5月，双方续订劳
动合同。 同年9月，郭某以公司长
期拖欠工资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关
系。随后，郭某诉至法院要求公司
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公司不同意郭某的请求， 辩
称其实际工资支付周期为1至3个
月， 郭某的工资始终在该周期内
支付工资。 结合双方续订劳动合
同的事实， 可知郭某系在知悉且
同意公司工资支付周期的情况下
续订劳动合同， 进而可认定公司
不存在拖欠工资的事实， 故请求
法院驳回郭某的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密云区法院审理本案的法官
认为， 依据 《劳动合同法》 第三
十八条规定， 劳动者以用人单位
未及时支付劳动报酬为由提出解
除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位应支付
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该案
中， 涉案公司长期未按合同约定
时间支付劳动报酬， 郭某以此为
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符合法定支
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

本案中， 公司虽主张郭某对
公司工资实际支付周期明确知晓
并同意续订合同， 应当视为双方
协商一致， 但劳动者作为弱势一
方， 其对用人单位实际履行合同
行为只能被动接受， 故不应将劳
动者续订合同行为视为对工资支
付时间协商一致， 也应将劳动者
这一行为作为用人单位不及时支
付劳动报酬的合法依据。 据此，
法院判决公司向郭某支付解除劳
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案例2

未经协商降低劳动报
酬， 应当补足工资差额

李某在一家装饰公司从事软

装设计工作， 双方订立了为期3
年的劳动合同， 约定其月基本工
资为1万元。 2020年2月， 该公司
受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影 响 安 排 李
某 居 家办公 ， 同时发布一季度
薪酬待遇调整公告： 1.取消一季
度奖励工资 。 2.2月份薪酬发放
标准为： 月收入1万元之下的按
60%发放 ， 月收入1万元之上的
按50%发放。

李某认为其居家办公时工作
量并未减少， 应当按照正常工资
标准发放。 装饰公司则主张， 应
当 按 照 调 整 后 的 薪 酬 标 准 发
放 ， 李某2020年2月工资不存在
差额。

李某不同意公司的主张， 请
求 仲 裁 裁 决 装 饰 公 司 向 其 补
足 2020年2月工资差额。 装饰公
司不服裁决诉至法院。 经审理，
法院判决其补足李某少发的工
资。

法官说法

审理本案的密云区法院法官
认为，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
致， 可以按照 《劳动合同法》 第
三十五条规定变更劳动合同约定
的内容。 而变更劳动合同， 应当
采取书面形式。 本案中， 装饰公
司发布的薪酬待遇调整公告未经
职工代表或者全体职工讨论及平
等协商， 未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即
降低劳动者劳动报酬， 该行为不
符合法律规定。

另外， 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
在家上班或灵活办公， 应视为劳
动者正常出勤， 应按正常工作期
间工资收入支付劳动者工资。 综
上， 法院依法判决装饰公司支付
李某2020年2月工资差额是正确
的。

案例3

单位不能证明加班工资
已经支付， 应当予以补发

刘某于2020年7月入职一家
汽车销售公司并担任销售顾问职
务 ， 合同约定其月基本工资为
4000元， 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加
销售提成工资。工作期间，刘某每
月休息4天，除春节外其他法定休
假日均不休息。2021年6月， 刘某
申请辞职， 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
关系。此后，刘某诉至法院要求公
司支付休息日及法定休假日加班
工资。 公司认为其已支付刘某的
工资中包括加班工资并提交工资
表予以证明。该工资表显示，刘某
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休息日、法
定休假日加班工资等。刘某辩称，
公司系将提成工资拆分为加班工
资，实际上并未支付加班工资。

法官说法

密云区法院审理本案的法官
认为， 根据 《劳动法》 第四十四
条规定， 用人单位休息日安排劳
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 应
当向其支付不低于工资的200%
的工资报酬； 法定休假日安排劳
动者工作的， 支付不低于工资的
300%的工资报酬 。 本案中 ， 汽
车销售公司安排刘某休息日及法
定休假日加班， 此后又未安排其
补休， 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向刘某
支付加班工资。

汽车销售公司虽主张支付给
刘某的工资中包含加班工资并提
交工资表加以证明， 该工资表显
示工资构成中有加班工资项， 但
加班工资数额与公司提交的考勤

表显示的郭某加班情况不符， 且
该工资表无刘某签字确认， 故法
院不采纳汽车销售公司所持已支
付刘某加班工资的辩解意见， 遂
判决公司向刘某支付休息日及法
定休假日加班工资。

案例4

虽未建立劳动关系， 建
筑公司违法转包仍需担责

农民工程某于2019年6月到某
工程项目从事木工工作。 该项目劳
务公司是一家建筑公司， 实际劳
务承包人是向某， 陈某又从向某
处承包了木工支模劳务项目。程
某系由陈某雇佣， 受陈某管理并
发放工资， 生效判决认定程某与
建筑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2019年6月28日，程某在工作
中受伤。经调查核实，最终认定程
某所受伤害属于工伤， 承担工伤
保险责任单位为建筑公司。 经鉴
定， 程某的伤情达到职工工伤与
职业病致残等级标准为八级。 后
因工伤保险待遇问题， 程某诉至
法院要求建筑公司承担工伤保险
责任。 建筑公司辩称其与程某不
存在劳动关系， 不应承担工伤保
险责任， 且不同意程某的诉讼请
求。经审理，法院判决驳回建筑公
司的诉讼请求， 支持程某要求建
筑公司给付工伤待遇的主张。

法官说法

密云区法院审理本案的法官
认为， 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
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
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 该
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
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 ， 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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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条规定， 依法由用工单位作为
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 本案
中， 建筑公司虽与程某不存在劳
动关系， 但该公司系实际用工单
位， 且工伤认定决定书载明承担
工伤保险责任单位为该公司，在
该决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情况
下， 建筑公司应对程某因工受伤
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据此，法院判
决驳回建筑公司的诉讼请求，同
时判令建筑公司向程某支付一次
性伤残补助金、 一次性工伤医疗
补助金等工伤保险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