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保障高温环境下劳动者的
身体健康， 国家法律法规规定，
雇主或用人单位在选用人员、 防
暑降温等方面应尽到安全保护义
务。 否则， 若劳动者在劳动中受
到高温伤害， 雇主或用人单位将
因其过错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
任。 此外， 法律还明文规定， 即
便雇主或用人单位尽到了相应的
安全保护责任， 也可能按照公平
原则对劳动者的损害分担责任。
也就是说， 若劳动者在劳动中因
高温引发热射病， 至少在以下4
种情况下雇主或用人单位应当承
担责任。

【情形1】
农民工突发热射病， 单

位承担工伤赔偿责任

62岁的农民于占华到某环卫
公司从事清扫工工作时， 双方签
订了一份劳务合同。 2022年7月
29日17时许， 他因长时间在高温
下劳动栽倒在马路上。 经送医院
治疗， 他被诊断为热射病、 肺部
感染、 心功能不全、 高血压等病
症。 此次生病， 他累计治疗383
天， 支付医药费65484元。 事后，
公司以他超过退休年龄且双方签
订的是劳务合同为由， 不同意承
担工伤赔偿责任。 经于占华申请
劳动争议仲裁、 工伤认定等法律
程序， 他最终被认定为工伤， 环
卫公司按照法定标准向他支付了
工伤待遇。

【评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

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三)》 第七条规定： “用人
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
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
发生用工争议， 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的， 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务关
系处理。” 该解释表明， 按劳务
关系处理有两个硬性条件 ， 即

“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 ”
或者 “领取退休金”。

本案中， 于占华系农民， 尽
管他已超过60周岁， 但未享受养
老保险待遇也未领取退休金。 基
于于占华在公司清扫工岗位提供
劳动， 接受公司的劳动管理， 公
司按月向其发放劳动报酬， 双方
之间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构成要
件， 所以， 他与公司之间是否存
在劳动关系不以双方所签订合同
的名称来确定， 这也是于占华最
终被认定为工伤， 公司必须承担
工伤赔偿责任的原因。

【案例2】
劳务工突发热射病， 雇

主承担过错责任

孙建平承包某商品楼外墙保
温工程后， 雇用55岁的高学贵为
劳务工。 2021年8月7日15时许 ，
高学贵在高温环境中从事室外劳
动时中暑晕倒。 经送医院治疗，
他被诊断为热射病。 由于病情严
重， 他连续住院291天， 支付医
疗费 11万余元 。 2022年 12月 17
日， 高学贵被鉴定为缺血缺氧性
脑病， 不能完全独立生活， 构成
三级伤残。 事后， 孙建平以高学
贵自身体质差为由， 只同意承担
补偿性责任。 本案经法院审理，
判决雇主孙建平承担80%赔偿责
任， 并判决违法转包工程单位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

【评析】
《民法典》第1192条规定：“个

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 提供劳务
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
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 接
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后， 可
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提供
劳务一方追偿。 提供劳务一方因
劳务受到损害的， 根据双方各自
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案中， 孙建平及违法转包

工程单位明知高温下室外作业易
引发热射病却未采取任何安全保
护措施， 对损害的发生存在明显
过错， 依据上述规定应当承担主
要损害赔偿责任。 同时， 高学贵
在高温环境下劳动， 对自身身体
情况预判不足， 在高温环境中未
尽到自我防暑等措施， 其自身也
存在一定的过错。 据此， 法院作
出了相应的判决。

【案例3】
原有疾病引发热射病，

雇主承担次要责任

某村委会将村河渠维修工程
的劳务发包给自然人张兴华， 张
兴华雇用陆长义等人进行施工。
2022年7月9日上午 11时 30分左
右， 劳作半天的陆长义在回住地
吃中午饭时突然晕倒在地。 经送
医院治疗， 陆长义自述患有精神
分裂症及高血压症， 且有饮酒的
不良嗜好。 医院对他的诊断结论
为意识障碍、 热射病、 多器官功
能不全。 经鉴定， 陆长义所受损
伤构成一级伤残， 日后需要完全
护理依赖。 事后， 雇主以陆长义
自身患有多种疾病为由， 拒绝承
担赔偿责任。 经法院审理， 最终
确认雇主对损害的发生存在过
错， 判决承包人张兴华与违法发
包人村委会共同承担15%的过错
赔偿责任。

【评析】
本案中， 陆长义发生热射病

的主要原因系其自身患有疾病，
且其监护人未履行监护职责， 对
于损害后果其本人应承担主要责
任。 承包人张兴华在招工用工时
未仔细了解陆长义的身体状况，
未要求陆长义提供相关健康证
明， 在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未采取
防暑降温措施， 对损害的发生未
尽到审慎义务和安全管理义务，
应当对陆长义的经济损失应承担

赔偿责任。 村委会作为工程发包
方存在指示、 选任方面的过错。
根据 《民法典》 过错责任原则，
法院判决张兴华与村委会共同承
担15%过错责任是正确的。

【案例4】
提供劳务中因自身疾病

死亡， 雇主承担公平责任

2022年6月1日， 某旅游景点
将办公楼维修工程发包给无工程
建筑资质自然人安刚承建。 安刚
雇用57岁的闫立臣到工地干活。
7月13日11时许， 闫立臣在工地
作业时出现头晕、 寒颤、 随后意
识不清伴高热， 经送医院抢救无
效死亡。 死亡诊断为急性肝肾衰
竭 、 热射病 、 弥漫性血管内凝
血、 脑疝死亡。 事后， 安刚认为
闫立臣自身有多种疾病且年纪偏
高， 其死亡系自身疾病所致， 故
只同意补偿其家属10000元 。 本
案经法院审理确认双方对损害的
发生均无过错， 最终判决安刚及
违法发包人共同补偿闫立臣的法
定继承人6万元。

【评析】
《民法典 》 第1186条规定 ：

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
没有过错的， 依照法律的规定由
双方分担损失。 本案中， 闫立臣
死亡的直接原因系自身疾病， 并
非因接受劳务方或提供劳务方的
过错而发生。 鉴于安刚及工程违
法转包人作为接受劳务方并未对
闫立臣实施侵权行为， 闫立臣因
自身疾病死亡属难以预见的意外
事件， 故安刚与工程违法转包人
无需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但是，
依据上述法律规定， 从公平原则
出发， 安刚与违法转包人作为接
受劳务方应共同给予闫立臣一方
一定的经济补偿。

（本文当事人均为化名）
杨学友 检察官

为了赡养父母、 扶养未成年
弟妹、 赡养祖父母 （外祖父母），
夫妻一方无奈借款的现象并非个
别 。 如果另一方不知或不予认
可 ， 该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吗？ 以下案例对相关情形作出了
详细的法律解析。

【案例1】
为赡养父母借款， 属夫

妻共同债务

因患有重症， 肖女士不仅没
有收入， 甚至耗光了所有积蓄。
鉴于年逾80岁的老父需要赡养，
没有兄弟姐妹的肖女士只好选择
了借钱支付赡养费用。 两年后，
由于夫妻感情确已破裂， 丈夫黄
先生提出离婚。 肖女士虽同意，
但要求黄先生承担其赡养老父的
借款。 而黄先生以借款不属于夫
妻共同债务为由拒绝。

【点评】
借款当属夫妻共同债务。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七条

第二款规定：“成年子女不履行赡
养义务的， 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
活困难的父母， 有要求成年子女

给付赡养费的权利。 ”《老年人权
益保障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也
分别指出：“老年人养老以居家为
基础，家庭成员应当尊重、关心和
照料老年人。 ”“赡养人应当履行
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 生活上照
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 照顾老
年人的特殊需要。 赡养人是指老
年人的子女以及其他依法负有赡
养义务的人。 赡养人的配偶应当
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 。 ”因
此，赡养老人不仅是子女的义务，
也是配偶的责任。与之对应，因为
赡养父母所产生的必要债务自然
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案例2】
为扶养弟妹借款， 属夫

妻共同债务

父母双双去世后， 留下了一
对年仅6岁的双胞胎弟妹， 已婚
的姐姐赵女士不得不承担起扶养
弟妹的责任。 可是， 由于自己家
里并不宽裕， 赵女士有时只好举
债。 由此， 也导致赵女士与丈夫
的感情日益恶化， 直至双方分道
扬镳。 面对赵女士要求承担其扶
养弟妹的借款， 丈夫能以借款与

其无关为由拒绝吗？

【点评】
丈夫不能拒绝。
丈夫应否承担借款， 关键在

于借款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而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又取决
于 抚 养 未 成 年 弟 妹 是 否 属 于
赵女士的法定义务。 《民法典》第
一千零七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有
负担能力的兄、姐，对于父母已经
死亡或者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
弟、妹，有扶养的义务。 ”《未成年
人保护法》 第十五条第二款也指
出：“共同生活的其他成年家庭成
员应当协助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
其他监护人抚养、 教育和保护未
成年人。 ”与之对应，在父母双亡
后，不仅已成为未成年弟、妹监护
人的赵女士具有扶养未成年弟、
妹的法定义务， 其丈夫也同样具
有协助的法定义务。

【案例3】
为赡养祖父母借款， 属

夫妻共同债务

吕女士的祖父母只有一个儿
子。 5年前， 吕女士的父亲和母

亲双双死于车祸后， 吕女士只好
将年届77岁、 缺乏劳动能力又没
有生活来源的祖父母接来与自己
共同生活。 由于经济拮据， 吕女
士不时借款以维持祖父母生活所
需。 吕女士与丈夫离婚时， 丈夫
林先生能以该款并非夫妻共同债
务为由拒绝吗？

【点评】
借款属夫妻共同债务， 林先

生不能拒绝。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四

条第一款、 第一千零七十四条第
二款分别规定： “夫妻一方在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
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 属
于夫妻共同债务。” “有负担能
力的孙子女、 外孙子女， 对于子
女已经死亡或者子女无力赡养的
祖父母、 外祖父母， 有赡养的义
务。” 正因为祖父母缺乏劳动能
力又没有生活来源， 决定了吕女
士具有赡养祖父母的法定义务。
也因为祖父母成为吕女士家的家
庭成员后， 借款系家庭日常生活
需要， 决定了构成吕女士与林先
生的夫妻共同债务， 林先生自然
应当担责。 颜梅生 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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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擅自借款用于尽赡养或抚养义务， 属夫妻共同债务

近日， 大二学生王娇娇
向本报咨询说， 暑假期间她
与几名同学到一家酒店打
工。 上班当日与主管双方口
头商定学生们从事后厨顺
菜、 卫生清理等兼职劳动，
出满勤每人每月工资 3000
元。 可是， 一个半月后， 当
他们结束打工时， 老板却说
要扣除食宿费， 只发给他们
每人1800元的工资。

她想知道： 酒店的做法
是否合法？ 兼职打工报酬被
扣减该如何维权？

法律分析
王娇娇等同学打工的酒

店扣除其住宿费的做法不仅
违法而且违背诚信。

在现实中， 与王娇娇等
同学的情况相似， 有不少大
学生由于缺乏社会经验， 在
找到兼职工作后觉得打工时
间短签不签合同无所谓， 因
而对用人单位的口头薪资承
诺深信不疑。 从表面上看，
口头约定虽然简便灵活， 但
发生争议时打工者往往口说
无凭难以举证， 相关权益很
难得到维护。

必须明确的是， 大学生
的身份是学生， 其到用人单
位打工是临时性的。 对此，
原劳动部 《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
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12条明
确规定： “在校生利用业余
时间勤工俭学 ， 不视为就
业， 未建立劳动关系， 可以
不签订劳动合同 。” 因此 ，
大学生的打工行为的确不属
于劳动法律法规调整的范
围。

在大学生暑期打工缺乏
实体法律保障、 学生自身维
权能力较弱的情况下， 其维
权的最有效方式是与用工单
位签订书面劳务协议。 这样
一来， 虽然双方之间不存在
劳动关系， 但依然可以依据
民事劳务关系解决纠纷。 在
这方面， 最明确的法律依据
是 《民法典》 第579条规定：
“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 、
报酬、 租金、 利息， 或者不
履行其他金钱债务的， 对方
可以请求其支付。”

因此， 大学生与用人单
位签订劳务协议时， 至少应
在协议中约定以下5项最基
本的内容： 一是工作内容，
即打工或实习期间做些什么
工作； 二是工作时间， 即每
天需要工作几个小时， 每周
需要上几天班， 是否需要加
班等； 三是报酬是多少， 是
按小时计算还是按日或按月
支付； 四是相关福利， 比如
单位是否提供免费住宿、 就
餐， 交通费是否可报销等；
五是有无保险， 如果从事有
危险的工作作业， 一定要求
用人单位提供相应的人身意
外保险。

具体到本案， 在缺乏书
面劳务协议这一直接证据的
情况下， 王娇娇等同学应当
积极收集应聘记录 、 音视
频、 证人证言、 考勤表等证
据， 然后依照 《民法典》 第
579条和1192条关于雇佣关
系的相关规定， 通过向劳动
监察部门投诉、 申请调解或
提起诉讼等途径讨回自己的
劳动报酬。

张兆利 律师

大学生暑假打工
报酬被克扣怎么办？高温引发热射病，4种情形雇主担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