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路曼

由老板直招直管，公司不得否认与员工存在劳动关系

专题【维权】10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wq@126.com│本版编辑 赵新政│美术编辑刘红颖│校对 刘芳│２０22年 11月 8日·星期二

职工因见义勇为受伤
可依法申请工伤认定密云法院全力协调促使工伤重新认定

近日， 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
院 （以下简称 “密云法院”） 成
功协调化解一起行政案件。 该案
中， 职工简某在上班时感到身体
不适并就医， 下班返回住处后病
情加剧 ， 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
亡。 经调查核实， 社保部门认定
简某不属于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情
形， 并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
简某亲属不服该决定， 向密云法
院提起行政诉讼。

职工下班后猝死未被认
定工伤

简某是一家电商公司员工。
2021年5月27日上午， 简某在工
作时感到胸闷不适， 请假至附近
医院就诊， 经医院诊断未查出病
因， 便回到公司继续工作， 但是
症状仍未缓解。

下班后， 简某离开公司回到
住处， 胸闷症状不但没有减轻反
而更加严重。 当晚室友发现他躺
在床上十分痛苦地捂着胸口， 随
即联系了他的同事并呼叫120救
护车进行抢救， 医生初步诊断其
为胸部闭合性损伤。

到达医院后， 简某病情愈发
严重， 医生立即开始抢救， 但因
病情过重救治无效， 于深夜宣布
死亡， 死亡原因为猝死。

2021年5月31日 ， 公司向社
保部门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表及提
供相关材料， 申请为简某认定工
伤。 经调查核实， 社保部门认为
简某是在家中突发疾病， 不属于
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情形。

简某的父亲不认可社保部门
处理结果， 到法院立案请求提起
行政诉讼， 撤销社保部门作出的

不予认定工伤决定。 立案时， 他
哽咽着讲述了简某的工作情况。
“每天晚上， 我回到家还能看见
他在桌前工作， 熬夜加班熬得都
瘦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
在深夜里只能叮嘱他加班别太晚
了， 早点睡觉。”

法院调解促使社保部门
重作工伤认定

随着工作和生活压力的增
大， 劳动者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
病的现象时常发生。 工伤认定涉
及劳动者的切身利益， 但因现实
情况复杂， 认定过程和认定结果
均会出现较大争议， 要作出一个
客观、 正确的结论需要综合考量
多种因素。

就本案而言， 根据 《工伤保
险条例》 第十五条第一款第 (一)
项规定， 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
岗位， 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
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应视
同工伤。 简某在上班时感到身体
不适并就医， 下班返回家中病情
加剧， 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从时间跨度上来看并未超过48小
时。 但是， 他回家后再次发病就
医是否属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存在争议。

“简某在工作期间身体不适
已促使其到医院就医， 但这次就
医未能发现病情的严重程度， 这
一细节应当考虑。 另外， 考虑到
简某的工作强度与突发疾病之间
的关联性， 不能排除其整个病程
进展在时间和地点上具有连贯性
和延续性。 如果加上这些因素，
简某还是有可能构成工伤的 。”
密云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从

司法实践看， 本案宜采取协调方
式化解纠纷。

为此， 密云法院与社保部门
结合案情共同开展多次研讨， 经
过慎重而充分的研判， 最终决定
撤销涉诉行政决定， 并在法定期
限内对简某是否构成工伤重新作
出认定。 简某父亲获悉社保部门
拟主动撤销涉诉决定后， 其也主
动向法院提交了撤诉申请。

法官说法
准确把握工伤构成要件

是正确认定工伤的前提

结合本案处理情况及工伤认
定过程中存在的容易产生误解的
问题， 密云法院行政庭庭长赵玉
福对工作时间、 工作岗位、 突发
疾病等概念进行了详细的法理阐
释。

一是工作时间。
事故发生在工作时间是判断

职工所受伤害能否构成工伤的重
要条件之一。 工作时间既包括用
工单位规定的日常上下班时间，
也包括因任务紧急或工作量大等
原因， 职工在工作时间之外继续
完成工作， 或者临时接受单位指
派、 安排， 利用个人休息时间完
成工作任务的情形。

对于职工在家中加班期间突
发疾病死亡的情形 ， 赵玉福提
示， 虽然事发时间明显不属于正
常上班时间， 但若出于完成单位
交办的任务， 占用个人休息时间
加班， 应当视为在工作时间。

二是工作岗位。
工作岗位通常是指工作所涉

及的区域及其延伸的合理区域。
在工作时间内 ， 难免会出现饮

食、 换衣等为满足个人需要的行
为。 考虑到类似行为在时间上与
本职工作存在紧密联系， 职工在
工作期间因正常生理需求而暂时
出现的场所如单位休息室、 卫生
间等也应认定为工作岗位。

就加班这一工作形式的工作
岗位而言， 在用工单位明确指派
职工加班的前提下， 职工在单位
办公场所内完成工作任务的行为
属于在工作岗位的情形。 赵玉福
表示， 若职工对工作量有充分把
握， 出于任务完成后方便休息等
考虑而将工作带回家中完成的情
形， 可以视为工作岗位的合理延
伸。

三是突发疾病。
根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关于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
题的意见》第三条之规定，突发疾
病包括各种疾病。换言之，突发疾
病的种类和原因均是开放性的。

突发疾病强调的是疾病的发
作始料不及、 猝不及防， 而不问
疾病的具体类型、 发病原因以及
是否与职工个人体质、 精神状况
等有关， 重在强调疾病发作的突
然性和后果的严重性。

四是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
亡。

对于48小时的起算时间， 原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实施意见》
第三条规定， “48小时的起算时
间， 以医疗机构的初次诊断时间
作为突发疾病的起算时间。”

赵玉福认为， 司法实践中，
判断某一情形是否符合 “48小时
内经抢救无效死亡” 的条件， 涉
及突发疾病时间、 死亡时间等具
体情况的认定， 应当以医疗机构
出具的结论为证。

基本案情
历经多年锤炼， 常其钢 （化

名） 熟练掌握了汽车修理行业中
利润比较丰厚的钣金、 喷漆业务
中的关键技术。基于此，北京一家
汽修公司的老板冀某看上了他，
并直接招聘他到公司工作。

到公司上班后， 常其钢的工
作状态与其他人完全不一样。 他
每天干什么工作、 每月发多少工
资、在什么地方上班，均由冀某直
接安排， 并按二人约定的工资数
额进行发放。因此，公司其他业务
主管等均不了解他， 当他离职时
公司还否认与他存在劳动关系。
无奈，他只得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经审理， 仲裁裁决常其钢于
2020年9月12日至2021年5月30日
期间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公司
应向常其钢支付2020年10月12日
至2021年5月30日未签订劳动合
同二倍工资差额79275.86元。

公司不服该裁决， 起诉至一
审法院。

双方争议
庭审中， 公司主张汽修行业

一般将利润较高的钣金、 喷漆业
务单独外包，技修、洗车等利润薄
弱的工种雇佣职工。 冀某虽系公

司法定代表人， 但在常其钢从事
的汽车钣金修理事项上没有代表
公司， 公司与常其钢并不存在劳
动关系。公司称，由于冀某与他人
合作承包的汽车维修业务较多，
冀某便将其与他人合作承包的汽
车维修钣金业务委托给常其钢操
作， 常其钢从事的工作是冀某与
他人合作的业务， 其不是为公司
工作。再者，冀某与常其钢约定的
工作地点是冀某与他人合作的场
地，不是公司经营地址。

公司认为， 其与常其钢并不
符 合 劳 动 法 所 规 定 的 劳 动 关
系应当具备的具体特征。 常其钢
在给冀某工作期间不受公司规章
制度和劳动纪律约束， 双方之间
没有形成管理与被管理、 支配与
被支配的关系， 不具备劳动关系
中所要求的人身和组织上的隶属
性。 另外，常其钢自2020年9月12
日起受冀某个人雇佣之后， 双方
口头约定无底薪， 劳务费计件计
算，每日劳务费400元。 2021年5月
30日，常其钢因家事口头请假。当
天， 冀某给付常其钢5000元现金
预付劳务费以示照顾。此后，常其
钢未再返岗上班。

常其钢对公司提交的微信群
聊天记录、场地合作协议、场地照
片等证据材料真实性及证明目的

均不予认可， 称其本人无法自行
承接业务， 其从事的全部工作均
由公司进行安排， 其在公司担任
汽车维修技师职务， 但公司未与
他签订劳动合同。 公司老板冀某
与其约定月工资12000元， 每月5
日前通过微信转账方式支付上月
全月工资，工资支付至2021年5月
31日， 其工作至2021年8月16日。
因其向公司讨要被拖欠的工资，
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关系。 其在职
期间不需要考勤， 请假通过口头
方式申请。

常其钢就其主张出具了公司
企业信用信息、 冀某与他的微信
聊天记录截图、 微信支付交易明
细等证据材料。 公司对这些证据
的真实性不持异议， 对证明目的
不予认可， 主张冀某向常其钢转
账支付的劳务费与公司无关。

法院判决
一审法院认为， 劳动者的合

法权益应受到法律保护。 根据庭
审调查及相关证据载明的内容，
常其钢作为适格的劳动者主体，
从事公司的钣金维修业务， 公司
法定代表人按月向其支付固定劳
动报酬， 金额浮动亦在公司主张
的浮动区间范围内， 故对于公司
关于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主

张，法院难以采信。
因常其钢没有证据证明其自

2020年9月1日开始工作、 工作截
止日期为2021年8月16日，对于该
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于公
司所述常其钢2020年9月12日开
始工作、工作截止日期为2021年5
月30日的主张，予以采信。因双方
未签订有劳动合同， 一审法院判
决公司应向常其钢支付二倍工资
差额78410.34元。

公司上诉后，二审法院认为，
常其钢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其在
公司法定代表人冀某的管理下从
事汽车维修工作， 冀某就此按月
向常其钢发放相应报酬， 公司的
主营业务亦为汽车维修， 故常其
钢已就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完成
了初步举证责任。 而公司虽主张
常其钢系冀某个人所雇佣及从事
冀某与他人合作的业务， 但并未
就此提供相应证据 ，应承担举
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在此情形下，
一审法院结合双方陈述及现有证
据确认常其钢与公司存在劳动关
系并无不当。 公司上诉要求确认
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 并以此为
由要求不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双
倍工资差额， 缺乏事实及法律依
据，二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判
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编辑同志：
我是某公司员工， 上

个月的一天， 我在乘坐公
交汽车上班途中， 发现有
两名不法人员行窃， 遂上
前制止， 后在司乘人员和
其他乘客的协助下将两人
制服并移送警方。 我在与
不法人员扭打过程中摔倒
致左手骨折。

事后， 相关部门认定
我的行为属于见义勇为并
给予表彰 。 由于受伤医
治， 花了不少医疗费， 还
有其他方面的损失， 我遂
要求公司为我申报工伤，
但被拒绝。 公司的理由是
我并不是在工作时间、 工
作场所、 由于工作原因受
到伤害的， 不符合工伤认
定的条件。

请问： 我的情况属于
工伤吗？ 我该怎么办？

读者： 李勇为

李勇为读者：
你所在公司的认识是

错误的。
一般来说， 构成工伤

必须符合 “三工” 要求 ，
即职工必须是在工作时间
和工作场所内， 因工作原
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才能
认定为工伤， 但这也不是
绝对的。 在一些特定情形
下， 职工所受伤害即使不
符合 “三工” 要求， 也能
够被认定为工伤。

对此， 《工伤保险条
例 》 第十五条第一款规
定：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 ， 视同工伤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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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在抢险救灾等
维护国家利益、 公共利益
活 动 中 受 到 伤 害 的 ；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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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 第二项的规定表
明， 只要职工是为了维护
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而
受到伤害的， 即应当视同
为工伤。 见义勇为是指为
了保护国家、 集体利益或
者他人的人身 、 财产安
全， 不顾个人安危与正在
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作斗
争或者抢险救灾的行为 。
因此， 职工因见义勇为而
受到伤害的， 应当视同工
伤， 享受工伤待遇。

不过， 以见义勇为为
由申报工伤认定的， 必须
事先向见义勇为认定机构
申请， 取得见义勇为相关
证明， 以免无法被认定为
工伤。 本案中， 相关部门
已经认定你的行为属于见
义勇为并给予了表彰， 因
此， 你的情况无疑应当视
同工伤。 鉴于公司不同意
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你或
近亲属可以在你受伤之日
起1年内， 直接向公司所
在地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
申请， 人社局受理后会依
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

潘家永 律师

职工下班后猝死未被认定工伤

□本报记者 赵新政

法官提示： 公司不承认劳动关系但未拿出相应证据， 应承担不利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