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1】
协议条款违反强制性规

范， 应属无效

乔某于2022年4月2日入职某
公司， 双方订立有1年期劳动合
同 。 合同约定乔某月工资 1580
元， 而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为2080
元。 在合同期满时， 公司决定不
再续签， 并与乔某签订一份离职
协议。 该协议中有一条款载明：
乔某确认各项劳动待遇已发放，
不再向公司主张工资差额等各项
权利， 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劳动
争议。

乔某离职后不久， 便向公司
索要最低工资差额。 公司称双方
签有离职协议， 并约定乔某不得
反悔， 不同意乔的请求。 本案经
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审理， 最终裁
决公司向乔某支付1年内的工资
差额6000元。

【点评】
劳资双方签署的离职协议一

般是有效的， 但也有例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

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一）》 （以下简称 《解释》） 第
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 劳动者与
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
同办理相关手续 、 支付工资报
酬、 加班费、 经济补偿或者赔偿
金等达成的协议 ， 应当认定有
效。 但是，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离职协议， 应当属于无效： 一是
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
定， 比如约定劳动者自愿放弃最
低工资待遇、 社会保险权或诉讼
权利等。 二是存在欺诈、 胁迫或
者乘人之危情形的， 比如劳动者
若以不接受某项条款就不批准辞
职、 不给开离职证明或不给转移
档案等。

设立最低工资标准的目的在
于保护劳动者的生存权 、 健康
权， 属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本
案所涉离职协议书约定乔某不再
向公司主张工资差额的条款， 违
反了最低工资强制性规范， 对于
乔某不发生法律效力。 因此， 劳

动争议仲裁机构支持了乔某的请
求。

【案例2】
协议内容显失公平， 可

以撤销

王某， 初中文化 。 2018年4
月 ， 王某到某劳务公司任职保
安， 劳动合同约定其月工资标准
为3500元。 2022年开始， 王某多
次被不同的用工单位退回。 2023
年3月1日， 劳务公司与王某签订
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 主要内容
包括： （1） 劳务公司支付王某
4500元， 包括1月和2月份工资、
经济补偿金等 。 王某收到此款
后， 确认其在职期间工资、 经济
补偿金等劳动报酬已由劳务公司
支付完毕。 （2） 本协议签订后，
双方不再向对方主张任何劳动权
利。

王某领取各项费用 4500元
后， 认为金额太少， 遂申请劳动
仲裁， 后又起诉到法院， 请求公
司支付包括工资 、 经济补偿2.1
万元。 法院经审理以双方签订的
解除劳动合同协议内容显失公平
为由， 作出判决： （1） 撤销双
方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
（2） 劳务公司须向王某支付工资
差额1.65万元。

【点评】
《解释》 第三十五条第二款

规定： “前款协议存在重大误解
或者显失公平情形， 当事人请求
撤销的 ，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
重大误解， 是指一方当事人对涉
及合同法律效果的重要事项存在
着认识上的显著缺陷， 以致受到
较大损失 ， 根本达不到缔约目
的。 显失公平， 是指一方当事人
利用自己的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
有经验， 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
显违反公平原则， 使一方遭受重
大不利。

本案中， 劳务公司实际应支
付给王某的各项费用为2.1万元，
而双方签署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
仅约定为4500元， 金额差距明显
过大。 再者， 劳务公司相对于普

通员工处于优势地位， 王某文化
程度低 ， 缺乏劳动法律相关经
验， 因此， 应推定王某签订协议
时意思表示不真实。 综上， 双方
所签协议显失公平， 应当予以撤
销， 法院作出的判决是正确的。

【案例3】
协议所附条件没有成

就， 不能生效

公司在解雇刘某时， 拿出一
份 解 除 劳 动 关 系 协 议 书 让 刘
某 签 字 。 该协议书的核心条款
为 ： “确认各项劳动待遇已发
放， 刘某不再向公司主张权利，
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劳动争议。”
在协议书空格处， 公司填写了刘
某的姓名。

刘某不认可上述条款， 原因
是他最后工作的1个月工资及经
济补偿尚未支付。 于是， 刘某在
签名处备注： “以工资、 经济补
偿金实际支付后为准。” 离职后
不久， 刘某向公司索要被拖欠工
资及经济补偿金， 而公司称按照
协议约定， 刘某不得再主张任何
权利。

刘某想知道， 自己在协议书
上的备注内容是否管用？

【点评】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八条

规定： “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
件， 但是根据其性质不得附条件
的除外。 附生效条件的民事法律
行为， 自条件成就时生效。 附解
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 自条件
成就时失效。”

本案中， 虽然刘某在解除协
议上签名 ， 但又备注有 “以工
资 、 经济补偿金实际支付后为
准” 等内容， 可见， 刘某对解除
协议的认同是附有条件的， 即双
方解除劳动关系的行为系附生效
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 。 也就是
说， 只有在公司支付工资、 经济
补偿金后， 该协议才对刘某发生
法律效力。 由于公司未向刘某支
付上述款项 ， 所附条件尚未成
就， 故该协议书尚未生效。 也就
是说， 公司无权以双方已签有协

议书为由主张免责。 如果公司拒
不支付尚未结清的工资、 经济补
偿， 刘某可诉请支付， 并将会获
得裁审机构的支持。

【案例4】
格式条款排除员工权

利， 不具法律效力

茅某入职某公司后， 经常被
安排加班， 可公司未按规定支付
加班费。 为此， 茅某在入职将近
1年时提出辞职。 在开具离职证
明时， 茅某没有细看其中的内容
就签了字。 后来， 因在职期间加
班费尚未结清， 茅某要求公司进
行结算。 不料， 公司竟然说茅某
已经放弃了索要加班费的权利，
并拿出有茅某签名的离职证明存
根让他看。

原来， 离职证明存根上载有
“在职期间的工资、 奖金、 加班
费等均已结清， 本人放弃向公司
主张任何权利” 等内容。 茅某认
为， 离职证明上的这段文字属于
格式条款， 且违背其真实意思，
遂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经审理，
仲裁机构裁决支付了茅某索要加
班费的诉请。

【点评】
离职证明是用人单位在解除

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向劳动者出
具的证明。 根据 《劳动合同法实
施条例》 第二十四条规定， 离职
证明中应当载明的内容只应包括
劳动合同期限、 解除或者终止劳
动合同的日期、 工作岗位、 在本
单位的工作年限。 由此可见， 离
职证明的功能仅在于证明劳动关
系的终结， 而不具有处分、 放弃
民事权利的功能， 更不能排除一
方的民事权利。 而且， 离职证明
中的内容只能由用人单位据实写
明， 而非双方协商的结果。

本案中， 茅某在离职证明存
根上签字， 仅代表其签收了离职
证明， 至于离职证明存根上的相
关条款， 只能认定是公司的单方
行为 。 所以 ， 该格式条款不算
数， 劳动仲裁机构自然要支持茅
某的诉请。 潘家永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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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日前， 我丈夫下班途

经某一路段时， 突然听到
有人高喊 “救命”。 他扭
头一看， 发现一位老人因
洪水泛滥被困在一个小土
堆上， 情况十分危急。 眼
看四下无人， 他就独自一
个人蹚入洪水进行施救 。
最终， 老人得救了， 他却
因体力不支等原因撞到河
边石崖后受伤。

请问： 我丈夫并非在
工作时间、 工作场所， 由
于工作原因受伤， 是否构
成工伤？

读者： 李彤彤

李彤彤读者：
你丈夫应当视同工

伤。
《工伤保险条例》 第

十三条第 （三） 项规定 ，
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
所内， 因履行工作职责受
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构成
工伤， 而你丈夫的所受伤
害似乎与工作时间、 工作
场所、 工作原因等没有关
系， 好像不属于工伤。 但
是 ， 该条例第十五条第
（二） 项规定： 职工在抢
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
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
的， 应当视同工伤。 最高
人民法院发布第18批指导
性案例也表明， 职工见义
勇为受伤视同工伤。

此外， 民政部、 教育
部、 公安部、 财政部、 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住房
城乡建设部、 卫生部 《关
于加强见义勇为人员权益
保护的意见》 第三条关于
“认真落实见义勇为伤亡
人员抚恤补助政策” 中同
样指出： “对见义勇为致
残人员， 凡符合享受工伤
保险待遇条件的 ， 依据
《工伤保险条例》 落实相
应待遇。”

上述规定表明， 只要
是为维护国家利益、 公共
利益、 见义勇为而受到伤
害， 不论是否发生在工作
场所 、 是否由于工作原
因， 都应被认定为工伤 。
本案中， 当老人被洪水围
困在小土堆上危在旦夕
时， 相对于不明其身份的
人来说 ， 当属不特定的
人， 你丈夫为使老人脱离
危险， 非因法定职责， 不
顾个人安危， 舍身救助 ，
不仅是传承中华民族美德
的具体体现， 值得社会大
力弘扬和提倡， 而且属于
维护公共利益的见义勇为
行为。

对此， 《民法典》 第
一百八十三条规定： “因
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
受到损害的， 由侵权人承
担民事责任， 受益人可以
给予适当补偿。 没有侵权
人、 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
承担民事责任， 受害人请
求补偿的， 受益人应当给
予适当补偿。” 该规定表
明， 即使从民事法律关系
上看， 你丈夫也可以要求
被救者或其亲属给予补
偿。

廖春梅 法官

职工刘倩倩向本报反映说，
因对缴纳物业费有异议， 她拒绝
缴费。 物业公司为逼迫她缴纳，
遂限制她只能乘坐到她家所在楼
层的电梯， 不让她进入其他楼层
或电梯。 她想知道： 在业主委员
会与物业公司签订的 《物业管理
委托合同》 中没有限制乘坐电梯
之规定的情况下， 物业公司的做
法对吗？

法律分析
物业公司的做法是错误的。

一方面， 物业公司限制业主
刘倩倩使用电梯缺乏法律依据。

《民法典》第九百三十九条规
定：“建设单位依法与物业服务人
订立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 以及
业主委员会与业主大会依法选聘
的物业服务人订立的物业服务合
同，对业主具有法律约束力。 ”《物
业管理条例》 第十七条规定：“管
理规约应当对有关物业的使用、
维护、管理，业主的共同利益，业
主应当履行的义务， 违反管理规
约应当承担的责任等事项依法作

出约定。 ”即只有在管理规约对业
主使用住宅配套电梯有着明确限
制性约定的情况下， 物业服务公
司才能按照合同约定作出相应限
制。 正因为《物业管理委托合同》
没有对应限制， 物业公司为了逼
迫刘倩倩缴纳物业费的一己之
私， 而限制其只能乘坐到自己家
所在楼层的电梯， 明显缺乏事实
和法律依据。

另一方面， 物业公司侵害了
你对共有部分的管理使用权。

《民法典》 第二百七十一条

规定 ： “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
宅、 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
所有权， 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
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
利。” 电梯属于建筑物专有部分
之外的共有部分， 业主对电梯享
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 在管
理规约未对业主使用电梯作出限
制性约定的情况下， 如果刘倩倩
拒不缴纳物业费， 物业公司可以
通过诉讼或仲裁解决， 而其限制
业主乘坐电梯楼层， 则是不妥当
的行为。 颜梅生 法官

在下班途中舍己救人
不幸受伤应视同工伤

业主欠费， 物业公司能否限制其乘坐电梯？

在劳动者离职时， 用人单位往往都会与其就相关民事权利义务进行协
商， 签订一份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协议， 内容一般包括离职时间、 工作交
接事宜、 工资及经济补偿等费用的结算等。 这种协议通称为离职协议书， 是
对双方的权利义务作出的重要安排。 那么， 这种离职协议一律有效吗？ 劳动
者能否反悔？ 以下案例评析， 对相关情形作出了详细的法理阐释。

离职协议是否一律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