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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刘女士2021年7月入职某科

技公司 ， 担任公司的运营维护
员 。 2022年 ， 公司经济效益下
滑。 8月， 公司人事部门通知刘
女 士 ： 因 她 违 反 公 司 的 相 关
规章制度， 与她解除劳动关系。
看到这个通知 ， 刘女士一头雾
水。 与公司多次沟通无果后， 刘
女士提起仲裁， 提出支付绩效工
资 、 违 法 解 除 劳 动 合 同 赔 偿

金 等 诉求 。 工会调解员就该案
先行开展了调解， 就员工离职相
关法律规定向公司代理人进行了
详细的讲解， 经过充分沟通后，
公司表示认可法律的相关规定，
同意协商解决， 向刘女士支付相
关费用。

案件结果：
公司一次性支付给刘女士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等款项共
计23609.85元。

案件评析：
本案是一起因用人单位单方

向 劳 动 者 提 出 解 除 劳 动 合 同
且 双 方没有进行充分沟通 、 协
商而引发的劳动争议。 根据 《劳
动合同法》：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
协商一致，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用 人 单 位 违 反 本 法 规 定 解 除
或 者 终止劳动合同的 ， 应当依
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
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

金。 本案中， 公司没有与刘女士
协商一致就直接单方解除了劳动
合同。 所谓的刘女士违反公司规
定， 公司一方也未能举出任何
具体的事 实依据 。 由此 ， 应该
认定公司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
动合同。 工会调解员引导用人单
位增强法律意识， 严格执行劳动
法律、 法规， 及时弥补刘女士的
合法权益， 避免了双方的诉累，
高效地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
益。

案例７

基本案情：
李女士2020年入职某公司 ，

岗位为理货员。 入职后， 公司未
与李女士签订劳动合同， 也没为
她交社保。 11月， 李女士取货时
摔 伤 骨 折 ， 住 院 进 行 手 术 治
疗 。 昌平区人社局为李女士认
定了工伤， 确认达到职工工伤与
职业病致残等级标准9级。 李女
士找公司要求支付相关工伤待
遇， 但是多次沟通都未能成功。
无奈之下， 李女士向工会寻求帮
助。 在工会律师的指导下， 2022

年8月 ， 李女士提起劳动仲裁 ，
请求公司支付工伤保险的各项待
遇。

案件结果：
仲裁委裁决公司向李女士支

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一次
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一次性伤残
补助金、 医疗费、 停工留薪期工
资、 伙食补助费、 护理费等共计
21.4万余元。

案件评析：
当前， 一些企业未依法给职

工 缴 纳 社 会 保 险 ， 导 致 职 工
出 现 工伤时缺乏保障 ， 蒙受巨
大损失。 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
第六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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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单位按照该条例规定的工伤保
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 此
外 ， 根据 《关 于 北 京 市 工 伤 保
险基金支出项目标准及相关问
题的通知》， 工伤保险基金支出
的具体项目包括： 工伤医疗费用
（包括住院伙食补助费）、 因工伤
残费用、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生

活护理费、 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
时的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职
工住院治疗工伤的伙食补助费
等。

本案中， 公司未给李女士依
法缴纳社会保险， 李女士发生工
伤后， 公司应当依法支付相关费
用 。 本案虽历时两年 ， 历经仲
裁、 一审确认劳动关系， 再仲裁
诉请支付相关工伤待遇， 但最终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以全部实
现。 由此也提示用人单位， 依法
依规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有些
劳动用工成本省不得。

公司不缴社保 ， 要对
女职工工伤承担哪些责任？

案例6
推荐单位：
北京市昌平区总工会
代理人：
杨杰 北京市威正律师事务所

基本案情：
孟女士于2018年3月入职某

服装公司， 从事销售工作。 双方
签订了一份 《承包经营合同 》，
未 签 订 书 面 劳 动 合 同 ， 口 头
约 定 月 工 资 根 据 销 售 业 绩 提
成 ， 没有保底工资 。 但实际用
工中， 孟女士严格接受着公司的
管理。 2021年4月， 孟女士因孕
期有先兆流产的症状 ， 遵医嘱
向公司请病假。 5月， 孟女士病
假到期返岗上班， 公司不同意其
继续工作， 直接将她辞退。 怀着
5个月大的宝宝， 孟女士去人社
局询问政策， 才发现公司也没给

自己缴社保。 无奈之下， 孟女士
提起劳动仲裁， 提出确认劳动关
系 、 支付病假工资等诉求 。 同
时， 孟女士向工会请求帮助。 为
证明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工
会律师帮孟女士整理提交了银行
交易记录、 微信聊天记录、 工作
软件等证据， 用以证明公司对孟
女士进行工作安排、 人事考勤管
理。

案件结果：
经过仲裁、 一审、 二审， 法

院支持了孟女士的请求， 确认双
方存在劳动关系。 之后， 孟女士
再次申请劳动仲裁， 要求恢复与

公司的劳动关系， 并支付生育医
疗费、 生育津贴等费用。 最终，
双方达成调解意见， 公司支付上
述各项费用共计6万元。

案件评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 孟女士

与服装公司究竟是承包经营关系
还是劳动关系。 在承包经营关系
中 ， 各主体处于平等的法律地
位， 承包方具有经营自主权， 无
需接受发包方的管理。 本案中，
孟女士与服装公司虽签有 《承包
经营合同》， 但双方明显不属于
承包经营关系， 比如合同中对承
包费没有任何约定， 公司始终实

际经营控制孟女士所在门店， 孟
女士对门店的收益不能 “自负盈
亏、 自主收益”， 由此可见双方
并非承包经营关系。 孟女士接受
公司的人事管理， 双方应属于劳
动关系。

根据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
规定》 第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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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女
职工生育或者流产的医疗费用，
对未参加生育保险的， 由用人单
位支付。 由此可见， 公司应当向
孟女士支付生育津贴、 医疗等费
用。

案例８

基本案情：
廖大姐经人介绍得知某食品

加工公司在招工。 在与招工人张
某简单沟通后， 就前往该公司集
合，到打包车间工作，接受公司的
考勤和管理， 由张某个人为廖大
姐支付工资。 2021年5月，廖大姐
右手食指被机器压伤， 因无人支
付医疗费且存在拖欠部分工资情
况， 廖大姐向工会申请援助。 起
初， 廖大姐坚持认为其与食品加
工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但是详细

梳理工资表、 微信聊天记录等证
据后， 结合考勤管理和工资支付
主体不同等现象， 工会律师认为
廖大姐在该公司的工作性质应该
是劳务派遣， 并耐心地向廖大姐
解释。在工会律师的指导下，廖大
姐将用人单位、 用工单位均列为
被申请人， 并提出支付未签劳动
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等诉求。

案件结果：
本案以调解结案， 确认廖大

姐与派遣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派

遣公司向廖大姐支付未签订劳动
合同经济补偿金 、 医疗费等费
用。

案件评析：
现实中， 许多劳动者是通过

劳务派遣的方式提供劳动。 根据
《劳动合同法》， 劳务派遣单位应
当履行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义
务； 根据最高法 《关于审理工伤
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劳务派遣单位派遣的职工在用工
单位工作期间因工伤亡的， 派遣

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
位。 由此可见， 劳务派遣的劳动
者应首先向派遣公司主张自己的
合法权利。 本案中， 廖大姐对自
身的用工方式存在误解。 在工会
律师的指导下， 维护了自身合法
权益， 减少了诉累。 另外，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用工单位给被派
遣劳动者造成损害的， 劳务派遣
单位与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 本案将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
列为共同被告， 更有助于劳动者
合法权利的实现。

案例９

基本案情：
吴女士于2013年入职某医疗

设备公司， 月薪2万元。 产假期
间 ， 公司仅支付了24741.8元的
生育津贴。 对此， 公司辩解说，
吴女士2万元的月薪包括： 基本
工资、 职务工资、 岗位工资、 绩
效工资、 交通补助、 话费补助、
全勤奖、 工龄工资。 因此， 在算
产假工资时， 只应计算2500元的
基本工资。 多次沟通无果后， 吴
女士提起劳动仲裁， 主张生育津

贴与产假期间内的工资差额， 并
同意由工会调解员先行调解。 了
解情况后， 工会调解员向公司详
细介绍了工资构成和产假工资的
有关法律规定， 使公司认识到自
己的误区， 及时纠正了错误的做
法。

案件结果：
为了快速高效解决矛盾纠

纷， 维护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最
终， 双方经调解达成一致， 用人
单位支付吴女士生育津贴与实际

工资差额4万元。

案件评析：
当前，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不

断精细化， 职工的工资构成也更
加复杂。 在给女职工发放产假工
资时， 企业极易产生误区。 根据
《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 工
资 总 额 由 六 个 部 分 组 成 ， 即
计 时 工资 、 计件工资 、 奖金 、
津贴和补贴、 加班工资、 特殊情
况下支付的工资； 计时工资包括
实行结构工资制的单位支付给职

工的基础工资和职务 （岗位 ）
工资。 司法实践中， 用人单位支
付的各类绩效工资 、 奖金等收
入， 通常也会计入职工的工资收
入。 由此可见， 本案中医疗设备
公司所列出的薪酬构成， 均应认
定为吴女士的工资收入 。 根据
《妇女权益保障法》， 医疗设备公
司不能因吴女士休产假而降低工
资 。 所谓产假期间只发基本工
资， 本质上仍是降低 “三期” 女
职工工资的行为， 公司应该予以
补齐。

案例１０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女职工如何高效维权？

推荐单位：
北京市大兴区总工会
调解员：
孙萍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

签了假“承包合同”
的孕期女职工， 合法权
益如何维护？

推荐单位：
北京市怀柔区总工会
代理人：
郑青玉 北京万景律师事务所

劳务派遣女职工应
该向谁主张权利？

推荐单位：
北京市平谷区总工会
代理人：
王雪娟 北京市方桥律师事务所

复 杂 的 薪 酬 结 构
中，哪些是工资收入？

推荐单位：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
调解员：
王莹莹 北京市忠慧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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