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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工伤保险条例》 第14
条第6项规定， 职工在上下班途
中， 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
事故伤害应当认定为工伤。 被派
遣到用工单位B公司工作的唐某
从该单位办完离职手续后， 在回
家途中发生自己不负任何责任的
交通事故死亡。 可是， 当其父唐
晖谕 （化名） 依据该规定为其申
请工伤认定并得人社局支持时，
却遭到用人单位A公司的极力反
对。

A公司主张， 认定工伤的前
提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
劳动关系。 而唐某系在主动辞职
且办理离职手续之后， 已经A公
司不存在劳动关系 。 在此情况
下， 唐某回家不属于 “上下班途
中”， 其因车祸死亡也不属于工
伤。 人社局将其认定为工伤， 则
属于认定事实不清， 适用法律错
误， 应当予以撤销。

法院认为， 虽然事发当日唐
某与B公司已经办理离职手续 ，
但其离职当日完成交接工作也是
其工作组成部分， 其之后离开B
公司回家的行为应当视为下班。
再者， 唐某向用工单位B公司申
请辞职， 并未说明要与用人单位
A公司解除劳动关系， 故应认定
唐某在离开B公司之时与A公司
的劳动关系仍然存续。 由此， 二
审法院于10月13日判决驳回A公
司撤销人社局所作工伤认定结论
的上诉请求。

职工办完离职手续
回家途中发生车祸

2022年7月28日 ， 唐某与从
事劳务派遣工作的A公司签订劳
动合同， 并于同年7月31日被派
遣至B公司工作。 当天， 唐某参
加了B公司的岗前培训。 中午11
时17分， 唐某刷卡在B公司食堂
就餐。 吃完午饭后， 唐某向B公
司提交辞职申请， 理由是 “不想
做 ”。 B公司同意唐某的辞职申
请， 并与其办理了离职手续。 监
控显示， 唐某于当天13时22分离
开B公司。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
2022年7月31日13时23分许 ， 唐
某驾驶电动自行车在某路口与一

重型自卸货车相撞并被该货车碾
压， 经抢救无效于当天死亡， 唐
某在该起事故中不承担责任。 经
查， 事发地点位于B公司去往唐
某住处的必经路途。

2022年12月5日 ， 唐晖谕向
当地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人社局受理后 ， 向A公司发出
《关于提交唐某死亡书面情况的
函 》。 A公司作出了 《关于唐某
不符合工伤认定情况的说明》 并
提交了相关附件。

此后， 人社局工作人员到派
出所监控室， 调查核实唐某家属
提供的视频截图有关情况 。 另
外， 还对案外人汤某、 陈某进行
了调查， 并分别制作了工伤认定
调查记录。 2023年2月， 人社局
认定唐某所受伤害构成工伤。

单位不服工伤认定
申请复议予以撤销

收到唐某被认定为工伤的决
定后， B公司向人社局提交情况
说明， 说明其于2022年12月10日
接到用人单位A公司通知， 得知
唐某亲属在申请工伤， B公司想
要调取监控信息发现已经被后面
信息覆盖， 通过专业公司也未能
恢复。 因对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
定结论不服， 其与A公司共同决
定向上级人社局申请行政复议，
要求撤销被诉工伤认定决定。

上级人社局收到行政复议申
请后， 对本案进行了调查， 并向
唐晖谕作出 《行政复议第三人告
知书》。 唐晖谕表示， 愿意作为
第三人参加本案的行政复议活
动。 经审理后， 原工伤认定决定
得到维持。 A、 B两家公司不服，
诉至一审法院， 请求判决撤销人
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及行政
复议决定。

法院详查案件事实
判决支持工伤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 《工伤保险
条例》 的立法宗旨表明， 工伤保
险制度以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
益、 为用人单位分担工伤风险为
主要价值取向。 工伤认定案件涉
及对劳动者、 用人单位、 用工单

位等各方利益的权衡， 行政审判
既要进行合法性审查， 也要进行
相应的价值判断， 其中关于劳动
者的合法权益保护始终位于首要
地位 。 因此 ， 结合本案具体案
情， 对有关争议焦点阐述如下：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 唐某
离职当天发生的交通事故是否属
于下班途中。

一审法院认为， 唐某从用工
单位离职当日离开公司回家的行
为应当认定为下班。 虽然事发当
日唐某与用工单位B公司已经办
理了离职手续， 但其离职当日完
成的交接工作等也是其工作组成
部分， 之后其离开B公司回家的
行为应当视为下班。 此外， 职工
向用工单位申请辞职， 并不当然
发生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
法律效力。 本案证据可以证明，
唐某向B公司提出辞职申请， 并
未说明要与A公司解除劳动关
系， 故应当认定唐某在离开B公
司之时与用人单位A公司的劳动
关系仍然存续。 因此， 事发当日
唐某离开B公司回家的行为应当
认定为下班， 发生交通事故理应
认定为下班途中。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 交通
事故发生的时间、 地点是否属于
下班途中的合理时间和合理路
线。

一审法院认为， 《工伤保险
条例》 第14条第6项规定的 “上
下班途中”， 系指以上下班为目
的往返于单位和住处之间的途
中。 根据在案证据， 事发当日唐
某在离开B公司几分钟内、 在去
往回家方向的道路上发生交通事
故， 其离开时间和行经路线属于
下班途中的合理时间和合理路
线， 并且唐某不承担事故责任，
理应认定为工伤。

据此， 一审法院认为， 人社
局依法受理唐晖谕申请并遵循相
关程序规定， 启动调查程序查明
事实后， 依据 《工伤保险条例》
第14条第6项规定， 在法定期限
内作出被诉工伤认定决定并依法
送达 ， 认定事实清楚 ， 证据确
凿， 程序合法， 适用法律正确。

A公司 、 B公司认为 ， 人社
局作出被诉工伤认定决定后还收
取了B公司的书面情况说明属于

程序违法。 一审法院认为， 人社
局履行的受理、 调查、 作出工伤
决定一系列程序符合法律规定，
B公司在工伤决定作出后仍向人
社局提交书面材料， 并未改变工
伤认定结论， 两家公司据此主张
人社局执法程序违法缺乏依据，
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纳。

上级人社局依法受理A公
司、 B公司的复议申请后， 经审
查， 认定人社局所作的被诉工伤
认定决定合法， 依法在法定期限
内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并送达
各方当事人， 一审法院认为， 该
被诉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
楚， 程序合法， 适用法律正确。
据此， 判决驳回两家公司的诉讼
请求。

此后 ， A公司 、 B公司上诉
称， 唐某发生交通事故当日与A
公司已不存在劳动关系， 该交通
事故非发生在上下班途中， 亦非
发生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 人
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认定事
实不清， 适用法律错误， 程序违
法， 应当撤销。 故请求二审撤销
原判 ， 依法改判支持其诉讼请
求。

二审法院认为， 本案中， 根
据人社局提供的劳动合同、 劳动
派遣经营许可证、 医疗机构诊断
证明、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监
控视频、 人社局对案外人陈某、
汤某的调查记录等证据， 可以证
明2022年7月31日A公司工作人员
唐某在下班途中发生了其不承担
责任的交通事故， 故人社局作出
的工伤认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
适用法律正确。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 上诉人
A公司 、 B公司向二审法院申请
调取事故发生时的道路交通视
频。 二审法院认为， 根据人社局
提供的上述证据已能充分证明唐
某在下班途中发生了其不承担责
任的交通事故等事实， 故对于该
申请， 二审法院不予准许。

综上 ， A公司 、 B公司的上
诉请求缺乏相应的依据， 二审法
院不予支持。 原审判决驳回两家
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二审
法院应予维持。 据此， 依照 《行
政诉讼法》 第89条第1款第1项规
定， 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常律师：
您好！
我今年6月份从上一家单位

离职。 随后， 于9月15日入职新
的单位。 我的累计工作年限为6
年。 今年在上一家单位工作时，
其并未安排我休年假， 我计划下
半年申请休年假。

请问： 我能否在入职新单位
第一年休年假？

答：
您可以在入职新单位的第一

年休年休假。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 第

3条规定： “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

年不满10年的， 年休假5天； 已
满10年不满20年的 ， 年休假 10
天； 已满20年的， 年休假15天。
国家法定休假日、 休息日不计入
年休假的假期。”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
办法》 第5条规定： “职工新进
用人单位且符合本办法第三条规
定的， 当年度年休假天数， 按照
在本单位剩余日历天数折算确
定， 折算后不足1整天的部分不
享受年休假。 前款规定的折算方
法为： （当年度在本单位剩余日
历天数÷365天） ×职工本人全年
应当享受的年休假天数。” 据此，
您的工作年限累计为6年， 每年

可以享受5天的年休假。 入职新
单位后 ， 您依然可以享受年休
假， 年休假天数为您当年度在新
单位剩余日历天数÷365天×您全
年应当享受的年休假天数。

另外，《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
实施办法》 第十二条规定：“用人
单位与职工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
同时， 当年度未安排职工休满应
休年休假的， 应当按照职工当年
已工作时间折算应休未休年休假
天数并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
酬，但折算后不足1整天的部分不
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 前款
规定的折算方法为：（当年度在本
单位已过日历天数÷365天） ×职

工本人全年应当享受的年休假天
数-当年度已安排年休假天数。”
据此， 对于您今年在上一家单位
未休的年假， 您可以向上一家单
位主张未休年休假工资。

编辑同志：
我入职某公司时， 所签

的劳动合同中约定执行标准
工作时间， 我必须遵守公司
的考勤管理规定。 当我主张
加班费时， 公司又说对我适
用的是不定时工时制， 不存
在加班费一说， 并拿出人社
局同意公司实施不定时工时
制的批复和申请时提交的员
工名册， 我在名单之中。

请问： 不定时工时制与
标准工时制有何区别？

读者： 顾静桦

顾静桦读者：
不定时工时制又称不定

时工作制， 是指企业因生产
特点、 工作特殊需要或职责
范围的关系， 需要连续上班
或难以按时上下班， 无法按
标准工作时间衡量或者需要
机动作业的职工的一种工作
时间安排。 与标准工作时间
相比， 不定时工时制具有以
下方面的特殊性：

一是适用范围特定。标
准工时制具有普遍适用性，
而不定时工时制则主要适用
于：（一） 企业中的高级管理
人员、外勤人员、推销人员、
部分值班人员和其他因工作
无法按标准工作时间衡量的
职工；（二） 企业中的长途运
输人员、 出租汽车司机和铁
路、港口、仓库的部分装卸人
员以及因工作性质特殊，需
机动作业的职工；（三） 其他
因生产特点、 工作特殊需要
或职责范围的关系， 适合实
行不定时工作制的职工，如
企业的消防和危险化学事故
应急救援值班人员等。

二是需要履行特定程
序。 标准工时制即职工每日
工作8小时、 每周工作40小
时， 这是法定的， 用人单位
遵照执行即可。 而实行不定
时工时制的， 由于工作时间
往往会超过标准工时制， 所
以， 用人单位应当经民主程
序充分听取职工意见后， 向
人社部门申请批准， 申请时
应提交工作安排和休息计
划、 职代会或工会意见等材
料。 审批通过后用人单位还
应当在单位内进行公示。

三是一般不存在加班情
形。 执行标准工时制的职工
加班的， 用人单位应依法支
付加班工资。 而执行不定时
工时制的职工 ， 由于不受
《劳动法》 关于日延长工作
时间和月延长工作时间标准
的限制， 故不存在加班和支
付加班费的情形。 当然， 有
些地方规定法定节假日上班
算加班。

四是休息方式特殊。 实
行标准工作时的职工每周至
少休息1日。 而实行不定时
工时制的， 采取的是集中休
息、 轮休调休等方式。 《劳
动部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
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
制 的审批办法 》 第六条规
定： “……在保障职工身体
健康并充分听取职工意见的
基础上， 采用集中工作、 集
中休息、 轮休调休、 弹性工
作时间等适当方式， 确保职
工的休息休假权利和生产、
工作任务的完成。”

潘家永 律师

实行不同的工时制度
加班休息有哪些区别？

工作6年后，入职新单位的第一年能否享受带薪年休假？

办完离职手续离开用工单位

职工在回家途中发生车祸属于工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