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时一年， 经过线上线下沟
通、 发送律师函、 一审诉讼， 最
终在法院的调解下， 一笔被挪用
的工会经费终于被成功追回。

公司将工会经费用于生
产经营活动

2019年8月末， A公司工会原
工会主席离职， 并将其掌管的工
会账户、 印章等资料交由A公司
工会经审委员会委员保管。 而A
公司工会经审委员会这位委员，
同时为A公司财务工作人员。

2020年6月， A公司工会开始
筹备主席选举工作 。 同年9月 ，
A公司工会主席选举工作完成 ，
并得到上级工会批复， 依法取得
《工会法人资格证书》。

新一届工会委员会产生后，
在对A公司工会资产盘点及查阅
银行流水时发现 ，2020年 1月 10
日，由A公司工会账户向S广告公
司转账15万，备注为预付企业××
会议费用，但无对应的合同。

可是 ，A公司工会自成立以
来，从未举办过××会议 ，反而是
企业方每年都举办数次会议。 A
公司工会认为， 公司这种行为不
符合《工会法》以及工会经费收支
管理中有关经费支出的规定。

工会要求退还被挪用经
费却一波三折

A公司新一届工会委员会初
步认定， A公司挪用工会经费用
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属于侵

占工会经费情形。 为了维护工会
委员会的合法权益， 决定要求企
业方退还被挪用的该笔经费。

然而， A公司新一任工会主
席穷尽了所有的线上线下沟通方
式 ， 成效甚微 。 企业方坚持认
为， 工会经费是企业从工资总额
里提取缴纳的， 企业可以使用。
S广告公司作为收款， 其也认为
企业方有权使用工会经费， 也拒
绝退还该笔费用。

万般无奈之下， A公司工会
向上级工会寻求帮助。 上级工会
接到请求后， 积极与A公司工会
进行对接， 同时指派工会律师具
体承办此事。

工会律师介入后， 经过综合
分析案情， 一开始并未启动诉讼
程序， 而是采用了发送律师函、
约谈等方式与企业方交涉。 经过
与企业方多次沟通， 工会律师向
其详细介绍了 《工会法》 《基层
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办法》 等法律
法规规定， 企业方在认真研读相
关法律条款后转变了认识。

经企业方与业务部门了解，
得知涉案预付款已经实际使用了
3万元， 企业方同意退还该笔已
经使用的款项。 对于未使用的款
项， 企业方指令业务部门通知S
广告公司停止使用， 再发生业务
费用由业务部门向公司申请。 不
过， 对于这些剩余的费用， 企业
方建议工会委员会直接向S广告
公司追讨。

事情虽取得了一定进展， 但
并未得到完全解决。 因为， S广
告公司以各种理由一推再推， 拒

绝退还。

工会启动诉讼程序， 追
回被挪用工会经费

在诉讼阶段， 立案工作几经
波折。 经过漫长艰难的立案工作
之后， 终于等来了案件受理和开
庭审理阶段。

一审过程中， 承办法官认为
案情简单、 事实关系清晰， 建议
采取调解的方式解决， 于是征求
A公司工会委员会和S广告公司
的意见。

工会方同意调解， 工会律师
详细地阐述了工会的观点及支撑
这些主张的法律依据， 即经登记
的基层工会组织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 工会经费及财产属于工会的
财产， 其终极所有者是中华全国
总工会。 工会经费应严格按基层
工会收支管理办法等规定使用，
不能将工会经费用于生产经营活
动。企业方的行为明显属于挪用，
在没有签订合同的情况下，S公司
的行为明显属于不当得利。为此，
工会律师还将相关的法律条文整
理后，给法官邮寄了一份。

法官综合本案案情， 给S公
司做了详尽的有关工会经费应该
如何使用等解释工作。 最终 ， S
广告公司认识到其拒绝退还相关
费用的不妥之处， 同意通过调解
处理双方之间的争议。

在双方均有调解意愿的基础
上， 法官对双方开展调解工作。
期间 ， 调解方案虽经过多次调
整， 调解过程也一度陷于僵局，

但双方最终仍然达成调解合意，
S广告公司同意全额退还12万元
工会经费。

随后， 双方通过线上庭审的
方式签署了调解协议书， A公司
工会于不久后收到了调解书和12
万元的调解款。

必须禁止侵占、 挪用工
会经费行为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工会劳模法律服务团成员金晓莲
律师点评

本案为典型的侵占、 挪用工
会经费的情景。 《工会法》 第十
五条规定： “基层工会组织具备
民法典规定的法人条件的， 依法
取得社会团体法人资格。” 第四
十三条规定： “工会经费主要用
于为职工服务和工会活动。 经费
使用的具体办法由中华全国总工
会制定。” 《基层工会经费收支
管理办法》 第六条规定： “基层
工会经费主要用于为职工服务和
开展工会活动。” 因此， 工会经
费不能随意支出， 更不能挪用为
企业生产经营活动。

本案的实践意义在于， 基层
工会在发现企业违反 《工会法》
规定， 侵占、 挪用工会经费不予
返还时应当依法维权， 维护自身
的合法权益。

协办单位： 北京市总工会法
律服务中心

劳模律师说法

劳模
说法

□本报记者 余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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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挪用的15万工会经费追回来了

妹妹被姐姐 “冒名” 登记结
婚， 而妹妹却丝毫不知。 当妹妹
发现自己这一段蹊跷婚姻后， 想
通过协议离婚解除但没做到。 无
奈， 妹妹向北京市房山区法院起
诉撤销这一婚姻。 法院在审理本
案的同时向民政局发出司法建议
书。 在法院和民政局的共同努力
下， 妹妹20多年的错误婚姻登记
问题得到了解决。

家庭小客车摇号在即，
妹妹竟发现自己还有一个
“丈夫”

小华和小红是亲姐妹俩， 姐
姐小华与男朋友小周既是公司同
事又是一对恋人。 1994年， 小华
发现自己怀孕了， 但是， 她的身
份证丢了。 由于补办身份证需要
一段时间， 有点着急的小华便瞒
着小红， 冒用其身份证与小周一
起到房山区民政局办理了结婚登
记手续。 4年后 ， 即1998年小红
也与男朋友小韩登记结婚 。 此
后， 两家人一直相安无事。

直到2021年， 小红申请家庭
小客车摇号时， 小华才将此事告
知小红。 小红知晓自己早在27年
前就与姐夫小周 “结婚” 的消息
后， 感到无所适从。

小红认为， 一方面， 自己的
家庭小客车摇号申请确实迫在眉

睫。 另一方面， 现在的个人信息
都联网了， 错误的结婚登记可能
会给她带来财产、 债务、 继承、
名誉等多方面的问题。 于是， 她
以姐夫小周为被告向房山区法院
提起诉讼， 请求撤销她与小周之
间的婚姻登记。

法院通过实质审查， 确
定妹妹被姐姐 “冒名” 结婚

因婚姻关系涉及公民的身份
权，为查明案件事实，承办法官对
案件进行了实质审查。 承办法官
组织小红、小华、小周、小韩进行
了谈话， 姐姐小华当庭承认她曾
以妹妹小红的名义与小周结婚。

小红向法院申请笔迹鉴定，
请求鉴定涉案结婚申请书中 “小
红” 处的签名并非是由其本人签
字， 而是由小华代为书写。 鉴定
机构的意见为： 检材上 “小红”
签名与样本上小华书写的小红字
迹是同一人书写。 依据以上事实
和证据， 法院确认1994年的结婚
登记是小华冒用小红的名义登记
办理。

法院发出司法建议 ，
“冒名” 婚姻终被撤销

2021年11月18日， 最高人民
法院 、 最高人民检察院 、 公安

部、 民政部制定下发的 《关于妥
善处理以冒名顶替或者弄虚作假
的方式办理婚姻登记问题的指导
意见》 （以下简称 “指导意见”）
第一条规定： “人民法院办理当
事人冒名顶替或者弄虚作假婚姻
登记类行政案件， 应当根据案情
实际， 以促进问题解决、 维护当
事人合法权益为目的 ， 依法立
案、 审理并作出裁判。 ……人民
法院对相关事实进行调查认定后
认为应当撤销婚姻登记的， 应当
及时向民政部门发送撤销婚姻登
记的司法建议书。” 据此 ， 房山
区法院向当地民政局发出了撤销
婚姻登记的司法建议， 建议民政
局在核实后及时撤销 “小红” 与
小周的结婚登记， 规范和完善婚
姻登记及档案保管工作， 加大对
婚姻登记造假行为的惩处力度。

民政局在收到法院的司法建
议书后， 经过充分调查核实， 主
动撤销了小红与小周的婚姻登
记， 小红的诉求最终得以实现。

法官提示
办理婚姻登记不能弄虚作假

在现实生活中， 有些人会出
于种种目的， 故意使用虚假身份
信息或者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办理
结婚登记，受害人在遭遇“骗婚”
或“被结婚”后可以通过报案、诉

讼等途径寻求救济面临困难。
具体来讲， 如果发现自己被

“冒名” 结婚， 可以通过以下四
种途径依法维权： 一是找公安机
关。 公安机关在接到当事人冒名
顶替或者弄虚作假婚姻登记的报
案、 举报后， 认为有证据证明存
在违法犯罪事实， 符合立案条件
的 ， 依法立案侦查 。 二是找法
院。 法院受理相关案件后， 经调
查核实认为应当撤销婚姻登记
的 ， 向民政部门发送司法建议
书。 三是找检察院。 检察院根据
行政诉讼案件监督情况及调查核
实情况， 认为应当撤销婚姻登记
的 ， 向民政部门发送检察建议
书。 四是找民政部门。 民政部门
对当事人反映的冒名婚姻、 诈骗
婚姻等问题， 将有关线索转交公
安、 司法等部门， 在收到公安、
司法等部门出具的事实认定相关
证明、 情况说明、 司法建议书、
检察建议书等证据材料后， 对符
合条件的及时撤销婚姻登记。

此外 ， 根据 《指导意见 》，
民政部门应当及时将冒名婚姻登
记的当事人纳入婚姻登记领域严
重失信当事人名单， 由相关部门
进行联合惩戒。 透过本案， 作为
当事人 ， 千万不能把婚姻当儿
戏， 不能让错误行为给自己、 家
人和他人带来无妄的烦恼。

房山区法院 房昕

被姐姐“冒名”登记结婚，妹妹有权申请撤销

编辑同志：
我原来所在公司在电

信经营者处开户获取手机
号码后， 为便于我为公司
开展工作， 将手机号码交
给我使用。此后，无论是工
作还是日常生活需要 ，我
都一直使用该手机号码 。
半个月前，我被公司解聘，
公司拒绝我继续使用该手
机号码并要求我交回。

请问： 考虑到交回电
话号码将给我的日常生活
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 ，在
我没有证据证明公司已经
将手机号码赠送给我使用
的情况下， 我能否拒绝交
回？

读者： 蒋琳琳

蒋琳琳读者：
你不能拒绝交回。
《民法典》 第二百五

十二条规定： “无线电频
谱资源属于国家所有 。 ”
《电信条例 》 第二十六条
规定： “国家对电信资源
统一规划、 集中管理、 合
理分配， 实行有偿使用制
度。 前款所称电信资源 ，
是指无线电频率、 卫星轨
道位置、 电信网码号等用
于实现电信功能且有限的
资源。” 《电信网码号资
源管理办法 》 第四条规
定： “码号资源属国家所
有。 国家对码号资源实行
有偿使用， 具体收费标准
和收费办法另行制定。”

上述规定表明， 电信
号码作为电信资源， 其所
有权只能归国家， 由国家
统一规划、 集中管理、 合
理分配， 实行有偿使用制
度。 国家将之分配给电信
经营者， 电信经营者享有
特许经营权。 手机用户与
电信经营者签订合同后 ，
电信经营者为用户提供通
信服务并收取相关费用 ，
手机用户则取得对手机号
码的专有使用权。

与之对应， 鉴于案涉
手机号码系公司在电信经
营者处开户， 公司自然享
有相应的使用权。 公司交
给你使用， 只是为了便于
你为公司开展工作， 并没
有将手机号码使用权赠与
给你且不再收回。 在你被
解聘之后， 公司自然有权
拒绝你继续使用， 你也应
当交回给公司。

此外， 《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 〈民事诉讼
法〉 的解释》 第九十条规
定：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
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
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
依据的事实， 应当提供证
据加以证明， 但法律另有
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
前， 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
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
实主张的， 由负有举证证
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
的后果。” 因此 ， 在你认
为公司已经将手机号码赠
送给你使用， 而你却不能
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情况
下， 你无疑应当 “承担不
利的后果 ” 。 也就是说 ，
不能认定你主张的事实成
立。 颜东岳 法官

被辞员工离开工作岗位
应当交回工作手机号码

触碰经费使用 “红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