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本案情
2022年5月20日 ， 女职工毕

丽丽因家务事向公司请假并获得
批准。 第二天， 她在离家外出办
事途中遭遇车祸。 经交管部门认
定， 肇事司机肖捷敏负此次事故
主要责任。

由于伤势较重， 毕丽丽住院
治疗3个多月时间 。 住院期间 ，
根据医院相关规定， 对毕丽丽的
护理工作全部由其丈夫一个人完
成。 由于毕丽丽的丈夫系退休职
工， 在护理期间没有工资收入等
损失， 所以， 当她要求肖捷敏向
其支付护理费时， 肖捷敏以其丈
夫已经领取退休金为由予以拒
绝。 为此， 双方产生争议并诉至
法院。

法院判决
毕丽丽诉称， 其之所以受伤

住院并产生护理费用， 肇事者是
肖捷敏。 既然肖捷敏给她带来了
护理费用等损失， 那就应当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 且这种责任与其

丈夫是否存在工资收入等损失无
关。

肖捷敏辩称， 其作为肇事方
应 当 承 担 受 害 人 毕 丽 丽 的 护
理 费 用 ， 但该费用应当以实际
发生为前提， 且不能获得双份护
理费用， 否则将构成不当得利。
本案中， 虽然毕丽丽的丈夫承担
了护理责任， 但其一直在领取退
休金且未因从事护理工作导致收
入归零或降低。 在毕丽丽及其家
人不存在因护理而产生经济损失
的情况下， 无权向他追索护理费
用。

经审理， 法院判决肖捷敏向
毕丽丽支付已经实际发生的护理
费用。

法律评析
按照法律规定， 肖捷敏应当

向毕丽丽支付护理费用， 且其应
当承担的护理费用不能因为代其
履行护理义务者有无收入而降
低。

对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八条规定：
“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
况和护理人数、 护理期限确定。
护理人员有收入的， 参照误工费
的规定计算； 护理人员没有收入
或者雇佣护工的， 参照当地护工
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
准计算。”

鉴于上述规定提到 “护理人
员有收入的， 参照误工费的规定
计算”， 有人认为， 其含义是指
如果护理人员的收入没有因为从
事护理而减少， 即不存在误工费
损失， 就不应当让侵权人赔偿。
其实， 这是一种误解。 在这里，
该规定确切含义是确立护理费用
计算标准及依据， 并不是对护理
费支付条件进行规定， 更不是表
达 “只要护理人员的收入没有因
为从事护理而减少便无需支付护
理费” 这层意思。

之所以这样理解， 原因是从
护理费的本质看， 该费用是加害
人支付给履行护理责任的护理人
员的劳务报酬。 也就是说， 无论
由谁对受害方履行护理义务， 这

种护理都是基于侵权人的侵权所
产生的劳务， 而护理人员不是免
费义工， 不能基于护理人员有无
收入而免除侵权人的赔偿护理费
的责任， 亦即护理人员与受害人
之间是否存在亲属关系以及有无
固定收入， 并不当然影响护理人
员收取护理费的权利。

本案中， 毕丽丽遭遇车祸后
按照其伤情应当有人护理， 在肇
事司机肖捷敏没有提供护理人员
的情况下， 其根据医院有关规定
安排其丈夫护理无可厚非， 而其
丈夫对她的护理无疑属于额外劳
务， 该额外劳务当然可以通过获
取护理费来弥补。 更何况其丈夫
的收入， 是其在工作期间按规定
缴纳社会保险费或根据政策规定
视同缴费后， 达到退休年龄或条
件依法领取的养老金， 该收入的
性质不是劳动报酬， 更不是针对
肖捷敏侵权后果的补偿。 因此，
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
出的判决是正确的。

（本文当事人均为化名）
颜梅生 法官

骗局1
刷单返利型

“在家上网， 动动手指即可
轻松赚钱！” 应届大学生小刘看
到这一兼职刷单广告后， 未加思
索便报名参与。 对方表示该项工
作只需关注一些抖音号， 给主播
点赞就能拿到佣金。 小刘抱着试
试看的心态点赞了5个对方指定
的主播账号， 很快就收到了99.9
元、 1000元不等的佣金 。 随后，
对方又表示只要下载APP继续投
钱 “做联单” 佣金还会翻倍。 于
是， 小刘又接连转账3笔合计2.6
万元， 但再也没能收到佣金。

提示
小刘遭遇的是典型的刷单返

利类诈骗， 此类诈骗已逐步演化
成变种最多、 变化最快的一种主
要诈骗类型， 成为虚假投资理财
等复合型诈骗以及网络赌博、 色
情等下游违法犯罪的主要引流方
式。

该类诈骗的受骗人群多为在
校学生 、 低收入群体及无业人
员。 骗子往往采取 “低门槛高回
报” 的兼职为诱饵， 通过 “步步
深入” 的手段， 让受害者初尝甜
头、 小小获利后， 再要求其下载
指定的APP， 目的是让受害者往
账号里不断充值。 骗取受害者信
任后， 诈骗分子往往会以任务升
级、 做大单任务产生联单赚取更
多佣金、 操作有误需继续刷单才
能一起提现等话术， 诱导受害人
一步一步跟着操作， 最后不仅没
有赚到佣金， 反而连本金都打了
“水漂”。

骗局2
虚假网贷型

今年6月， 毕某接到一个电

话， 对方表示因其信用良好可以
提供贷款支持， 此时正需资金的
他便添加了该 “业务经理” 的微
信。 接下来， 毕某按照对方要求
在APP上提交了贷款申请 。 随
后， 对方以缴纳包装费、 还款能
力保证金、 解冻费等为由要求其
转账 。 毕某转账2.5万元后 ， 对
方称贷款条件仍不满足。

提示
诈骗分子通过网络媒体、 电

话、 短信、 社交工具等发布办理
贷款、 信用卡、 提额套现等广告
信息， 然后冒充银行、 金融公司
工作人员联系受害人， 谎称可以
无抵押、 免征信、 快速放贷， 诱
骗受害人下载虚假贷款APP或登
录虚假网站。 此后， 再以收取手
续费、 保证金、 代办费等为由，
诱骗受害人转账汇款。 诈骗分子
收到受害人转账后， 便关闭虚假
APP或虚假网站， 并将受害人拉
黑。 有鉴于此， 当事人有资金需
求时务必通过正规、 可靠的渠道
办理贷款业务。

骗局3
征信 “洗白” 型

职工谢某曾因房贷逾期造成
不良记录， 在网上找到一家 “征
信修复” 机构后， 按对方要求将
2万元定金、 3张实名银行卡信息
提供给他们。 1个月后， 该机构
电告谢某征信逾期记录已成功修
复。 随后谢某经查询信用报告，
发现相关信息仍为 “原状”， 于
是联系该机构讨要说法， 但对方
已经把他拉黑。

提示
诈骗分子冒充银行、 金融公

司或网络贷款平台工作人员与受
害人建立联系， 利用公众急于消
除不良信用记录的迫切心理以及

对征信修复概念的误解， 以 “征
信洗白、 铲单” “代理、 咨询”
等名义， 教唆当事人用 “非恶意
逾期” “不可抗力” 等理由或伪
造 证 据 材 料 进 行 投 诉 ， 借 机
收 取 高额代理费用 。 还有一些
不法分子通过泄露、 倒卖受害人
个人信息等方式获利， 甚至利用
这 些 信 息 冒 名 网 贷 ， 危 害 信
息 主 体人身及财产安全 。 事实
上 ， 征信领域不存在 “征信修
复” “征信洗白” 等说法， 凡是
声称合规的、 收费的征信修复均
为诈骗。

骗局4
伪装冒充型

前些日子， 正在公司上班的
汪女士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称其
曾参与一起信用卡诈骗案件。 对
此汪女士表示质疑， 对方却说可
以报警并帮她转接到公安局。 电
话接通后， 一自称经侦大队 “刘
队长” 的男子告诉她， 为配合公
安机关办案， 要求她将银行卡内
的资金全部转到 “安全账户” 进
行核查， 并告诫她不能将办案调
查情况告知家人， 以免泄密加重
处罚。 就这样， 汪女士前后共计
被转走50余万元。

提示
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

受害人的个人身份信息， 随后冒
充公检法机关工作人员， 通过电
话、 微信等与受害人取得联系，
以受害人涉嫌洗钱 、 非法出入
境、 快递藏毒等违法犯罪为由进
行威胁、 恐吓， 要求配合调查并
严格保密， 并向受害人出示逮捕
证、 通缉令、 财产冻结书等虚假
法律文书骗取信任， 诱骗其将户
内资金转入所谓安全账户， 以核
查资金名义完成诈骗犯罪。 有的
诈骗分子则利用人们的恐慌心

理， 要求缴纳保证金自证清白。
还有一些犯罪分子安排 “协警”
上门协助办案， 或要求受害人到
宾馆等封闭空间， 在阻断与外界
联系的条件下 “配合” 其工作，
“手把手” 转走受害人账户内的
资金。

骗局5
虚假购物型

小宋在网站看到 “一批全新
未拆封化妆品低价处理 ， 原价
7000多元现在只卖3000元” 的广
告后， 当即添加了对方QQ， 对
方透露这些商品是走私过来的，
因为着急出手才低价卖掉。 打消
顾虑后， 小宋按对方要求先转账
2000元， 尾款待收货后付清。 后
来小宋并未收到化妆品， 且对方
早已将她拉黑。 为找到骗子， 小
宋又搜索添加了一名自称私家侦
探的人为微信好友。 对方称可以
为小宋 “定位” 找到诈骗分子，
但需预先支付5000元劳务费， 小
宋照办后再次被骗。

提示
诈骗分子在微信群、 朋友圈

或网购平台发布低价打折、 海外
代购、 0元购物等广告， 或提供
私家侦探、 跟踪定位等特殊服务
的广告以吸引受害人关注。 与受
害人取得联系后， 诈骗分子诱导
其通过微信、 QQ或其他社交软
件添加好友进行协商， 以私下交
易可节约手续费等由头， 要求私
下转账。 待受害人付款后， 诈骗
分子便以缴纳关税、 定金、 手续
费等为由， 诱骗受害人继续多次
转账汇款后将其拉黑。 防范此类
诈骗， 消费者网上购物时应选择
有信用制度和安全保障的平台，
切勿贪图小利而轻信来历不明的
购物信息。

张兆利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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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我是农村户口， 今年34

岁， 2022年6月入职一家公
司从事设备操作工作。 由于
家庭经济困难 ， 为增加收
入， 在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时， 双方约定公司将应当缴
纳的养老保险、 工伤保险、
医疗保险、 生育保险、 失业
保险等费用， 由公司以补贴
的方式随工资向我发放。 对
由此可能产生的后果， 由我
自行处理并担责 。 时隔一
年， 公司欠缴社保费用问题
被主管部门查处。 而公司在
被责令补缴相关费用后， 直
接要求我将此前已随工资发
放的社保补贴予以返还， 否
则， 将按照有关规章制度对
我进行处罚。

请问 ： 公司的做法对
吗？ 能要求我返还此前已发
放的社保补贴吗？

读者： 刘芙芙

刘芙芙读者：
公司要求你返还社保补

贴的做法并无不妥。
一方面， 本案有关社保

费用随工资发放的约定无
效。

《劳动法》 第七十二条
规定：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
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 缴
纳社会保险费 。” 《社会保
险法 》 第四条规定 ： “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
位和个人依法缴纳社会保险
费……” 《社会保险费征缴
暂行条例》 第四条、 第七条
第一款分别规定： “缴费单
位、 缴费个人应当按时足额
缴纳社会保险费。” “缴费
单位必须向当地社会保险经
办机构办理社会保险登记，
参加社会保险。”

以上规定表明， 为员工
办理社会保险并缴纳相应费
用， 既是用人单位的强制性
法定职责， 也是员工的法定
义务， 不得以任何方式、 任
何理由加 以 规 避 。 为 此 ，
《劳动合同法 》 第二十六条
规定：“下列劳动合同无效或
者部分无效：……（二）用人
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
排除劳动者权利的；（三）违
反法律、 行政法规强制性规
定的。”由于本案所涉社保费
用以补贴方式随工资发放，
由你自行处理并担责的约
定， 既属公司免除自己的法
定责任，也在双方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之列，
所以， 该约定从一开始时起
便没有法律效力。

另一方面， 公司有权索
回社保补贴。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
七条规定： “民事法律行为
无效、 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
生效力后， 行为人因该行为
取得的财产 ， 应当予以返
还； 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
返还的， 应当折价补偿。 有
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
此所受到的损失； 各方都有
过错的， 应当各自承担相应
的责任。” 鉴于公司与你在
劳动合同中的相关约定无
效， 且公司已经为你补缴相
应的社保费用， 所以， 你应
当返还公司曾经向你发放的
社保补贴。 颜东岳 法官

睁大眼睛， 远离这5类电信网络诈骗陷阱

让退休丈夫护理，肇事者仍需支付护理费 公司补缴社保费用后
员工应返还违规补贴

电信网络诈骗具有非接触、 远程作案的特点， 且实施手段多样、 行
为隐蔽， 专业化、 组织化和智能化程度高， 一旦中招将给受害人造成较
大的财产损失和精神创伤。 本报现梳理出5类新型诈骗陷阱， 提示广大
职工切实提高精准识骗、 防骗的水平和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