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情回放
林先生是一名退休职工， 其

继子陈某成家后分家另过。 30年
前， 林先生与陈某生母苏女士登
记再婚。 因为性格不合等原因，
林先生对年幼的继子陈某在成长
过程中的事情很少过问。 陈某上
学期间的教育费 、 生活费等支
出， 大部分由苏女士及其亲戚负
担。

2022年 3月 ， 苏女士去世 。
此后， 陈某对继父林先生更加不
管不问。 林先生诉至法院， 请求
判令继子陈某每月向其给付生活
费1000元， 并承担医疗费用、 定
期看望照料等赡养义务。

对此， 陈某辩称， 继父林先
生与其生母重组家庭后， 经济和
生活上对其没有尽到抚养教育义
务。 林先生于2003年退休后， 几
乎每天都要与他们母子吵架， 最
后还把他们赶出了家门 。 现在，
林先生自己有退休工资， 看病医
疗费用可以通过医保渠道报销，
无需他人照顾。 况且， 即使其需
要照顾， 对其尽照顾义务的人也
不是他。

依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
据， 法院审理后判决驳回林先生
的全部诉讼请求。

法律评析
赡养父母是子女的法定义

务， 但是， 在重组家庭中， 当生
父母去世或者与继父母离婚后 ，
继子女是否需要对继父母履行法
定赡养义务呢？ 这是本案争议核
心问题。

继子女与继父母之间的关系
基于父母再婚而产生， 虽然双方
不存在血缘根脉， 但这种关系一
旦形成， 二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就
与父母子女关系一样 。 对此 ，
《民法典》 第1072条规定： “继
父母与继子女间， 不得虐待或者
歧视。 继父或者继母和受其抚养
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
系， 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
的规定。” 第1067条规定： “父
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 未成年子
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
女， 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
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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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 继父
母和继子女间如果形成了抚养关
系， 即已经转化成为拟制血亲，
则 继 子 女 须 对 其 继 父 母 承 担
赡 养 义务 ， 反之则不必承担 。
而承担与否的分界点在于是否形
成了抚养教育关系。 也就是说，
双方之间形成了抚养关系是继子
女对继父母负有赡养义务的前提
条件。

在判定继父母和继子女之间
是否形成抚养关系时， 应综合考
虑以下三方面因素：

首先， 双方是否一起共同生
活。 子女与父母之间感情是在长
期的共同生活， 以及父母对未成
年子女生活照料和精神陪伴过程
中培养形成的， 故共同生活应视
为抚养关系是否形成的前提条
件。 如果继父母与继子女共同生
活， 继父母给予继子女生活、 教
育上的付出和照料， 一般应认可
双方形成抚养关系； 如若未共同
生活 ， 则不应认定形成抚养关
系。

其次， 共同生活是否达到一
定期限。 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抚
养关系的形成是源于亲生父母与

继父母再婚， 继子女与继父母系
从一个完全陌生到逐步熟悉的过
程， 感情的培养是关键， 需要一
个漫长的过程进行磨合， 应当具
体案件具体分析。 只有形成长期
的、 稳定的抚养行为， 才宜认定
为抚养关系 ； 临时性的 、 短暂
的、 断断续续的抚养行为， 不宜
认定为抚养关系。

再次， 继父母是否承担继子
女抚养费 。 所谓 “共同生活 ”，
不应仅从表面意思理解为共同居
住， 而应包括继父母对继子女抚
养费的给予。 继子女年幼时， 与
继父母共同生活， 可以理解为继
父母对继子女履行了抚养义务，
但随着继子女年龄的增长， 在外
求学、 患病就医等情况的出现，
应以继父母是否支付继子女的生
活费、 教育费、 医疗费等作为继
父母与继子女之间是否形成抚养
关系的重要标准。

本案中， 从陈某答辩和提供
的证据看， 林先生并未履行抚
养 教 育 继 子 的 应 尽 义务 。 因
此， 陈某没有赡养林先生的法定
义务。

张兆利 律师

【维权】０９专题２０２４年 4月 １０日·星期三│本版编辑 赵新政│美术编辑 刘红颖│校对 张旭│E—mail:ldwbwq@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升职加薪兴致高
聚餐冲动误伤领导

2018年10月， 曹某在入职某
公司后一直在京外工作。 经过多
年努力， 曹某从普通店员一路升
至为华中大区经理。 为庆祝升职
加薪， 曹某邀请直属领导马某、
新入职的同事张某等一行人于当
晚9点到公司附近的饭店就餐。

开始用餐后， 大家一边喝酒
一边聊天， 气氛很是融洽。 新入
职的张某端起酒杯： “曹哥， 敬
您一个。” 曹某说： “作为新来
的 ， 你得跟老员工挨个喝啊 ！”
领导马某端起张某的酒杯将酒倒
入曹某的酒杯中， 说道： “他是
新来的， 你替他打一圈。” 曹某
笑着说道： “这可不算， 得他自
己来。” 听完这句话， 马某觉得
自己很没面子， 遂训斥曹某并要
求其称呼自己为大爷。 碍于领导
面子， 曹某喊了马某大爷后越想
越气， 加之酒精作用， 又与另一

名同事发生口角， 一气之下拿起
骨碟扔向该同事。 岂料， 他竟将
骨碟扔歪砸到领导马某的鼻子。
马某随即就医并报警。

酒醒后悔忙认错
公司决定不轻饶

“我请同事吃饭是想联络感
情， 让新员工尽快融入公司大家
庭，结果误伤了领导马某，让领导
丢了面子。 我对自己的行为一直
道歉， 愿意接受惩罚……”事发
后 ， 曹 某 第 一 时 间 给 公 司 其
他 领 导发微信解释事发起因 、
经过。 公司领导回复： “不管你
过去在企业做了多久， 此次事件
你已经造成同事面部受伤， 这是
事实。 后面能否恢复好， 大家不
得而知 ， 所以赔偿和辞退是公
司的决定。” 曹某继续表达自己
的歉意 ： “我跟着公司好几年
了 ， 市场做得怎么样大家都知
道。 现在， 酒我喝了， 大爷我也
叫了……我平时帮马某忙上忙
下， 甚至连快递都要替他拿。 如
今， 该赔的， 我一定赔， 我没有
一点儿要破坏公司形象的意思，
只求公司给我一口饭吃……”

事发一周后， 曹某收到公司
邮寄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称
曹某以个人名义邀请部分员工聚
餐， 饮酒后言行无状， 侮辱谩骂
员工、 扔东西打员工， 最严重的
是用骨碟打伤马某， 导致马某受
伤的严重后果。 据此， 公司决定
与曹某解除劳动关系。

辞退拘留事未了
仲裁诉讼把理讨

事发两个月后， 公安机关就
曹某在聚餐过程中误伤他人的行
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 认定曹
某的违法行为为一般， 决定对其

以故意伤害行政拘留5日。
在丢工作、 被拘留双重打击

下， 曹某提起劳动争议仲裁， 请
求裁决公司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
动关系赔偿金。 仲裁庭审中， 公
司称解聘曹某的依据是劳动合同
约定员工与公司雇员、 客户发生
直接冲突， 影响公司经营秩序、
内部团结或公司形象的， 属于严
重违反规章制度， 公司可以解除
劳动合同。 仲裁机构认为， 公司
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曹某的行为
影响了公司经营秩序、 内部团结
或公司形象， 遂裁决支持曹某的
仲裁请求。

公司不同意仲裁裁决， 向一
审法院起诉称， 曹某当晚的聚餐
行为属于公司团建且尚在上班时
间， 应属于工作场所的延伸。 公
司 《员工手册》 规定： “在公司
内， 滋事、 打架、 斗殴、 酗酒，
或恐吓、 威胁其他人员的人身安
全 ， 造成严重后果或不良影响
的 ， 属于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
度， 公司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无
需支付补偿金或赔偿金。” 因此，
公司系合法解除曹某的劳动关
系， 无需进行赔偿。 本案中， 曹
某当晚的聚餐行为属于公司团建
且尚在上班时间， 应属于工作场
所的延伸。

一审法院认为， 此次聚餐是
曹某个人决定受邀约的人员、 时
间、 地点， 其从未要求公司给予
报销。 当晚9点已超过曹某平时
的工作时间， 曹某也确实未从事
本职工作。 况且， 公司在解除劳
动合同通知书中明确表述了有关
曹某以个人名义邀请部分员工一
起聚会的内容， 故此次聚餐行为
不应当视为公司团建， 亦不适用
公司内部制度规定。 鉴于公司构
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一审法院
判决驳回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

诉， 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 原审
认定事实清楚， 适用法律正确，
遂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工作生活需分清
规范管理防纷扰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39条
规定， 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
的规章制度的， 用人单位可以解
除劳动合同。 本案中， 曹某的行
为虽有不妥之处， 但需要进一步
结合曹某行为的发生时间 、 地
点、 起因以及其行为产生的影响
等来判断其行为是否构成违纪及
其是否达到严重违纪程度。 事实
上， 曹某与同事的争执、 误伤发
生在下班后， 事发地点并非工作
场所， 同事间聚餐氛围私密、 轻
松， 事件起因为同事间酒后言语
失当， 与工作无关， 最终造成的
影响范围也仅是参与聚餐的人
员， 曹某的行为并未对公司的经
营秩序、 内部团结或公司形象造
成严重不良影响， 公司将曹某辞
退过于严苛。

解除劳动合同会对劳动者产
生非常大影响， 是非常严厉地处
罚措施， 不仅影响其经济利益包
括有无经济补偿金或赔偿金， 而
且影响劳动者的职业声誉， 关乎
未来再就业， 因此， 解除劳动合
同的处罚应当秉持审慎原则， 坚
持最后手段原则， 穷尽其他管理
措施依然不能使劳动关系正常履
行的情况下再行采取 。 与此同
时， 用人单位只有规范用工、 合
法用工 ， 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
益， 才能吸引、 激励劳动者， 使
劳动者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 营
造积极、 团结的工作氛围， 构建
和谐的劳资关系才能进一步增强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使用人单位
和劳动者共同实现发展的目标。

孙青 大兴区法院

编辑同志：
2023年6月 ， 我与秦

女士协议离婚时约定 ： 6
岁女儿随秦女士生活， 我
每月支付抚养费1500元 ；
我每周五晚上接女儿过来
共同居住 ， 周日早上送
回 ， 如秦女士不配合探
望， 则每违约一次应支付
违约金200元 ， 从抚养费
中扣除。 最近， 秦女士先
后两次找理由搪塞拒绝我
接女儿， 致使我的探望权
受到侵犯。

请问： 我与前妻关于
探望违约金冲抵女 儿 抚
养费的约定有法律效力
吗？

读者： 宣为国

宣为国读者：
这种约定是无效的。
一方面， 探望权属于

人身性质的权利， 不能约
定违约金。

根据 《民法典》 第一
千零八十六条的规定， 离
婚后， 不直接抚养子女的
父或者母， 有探望子女的
权利， 另一方有协助的义
务。 所谓探望权， 是指离
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
亲或母亲一方享有的与未
成年子女探望、 联系、 会
面、 交往、 短期共同生活
的权利， 是法律赋予离婚
后不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的
法定权利。 由于探望权是
基于父母子女之间关系的
形成的， 具有强烈的身份
性， 因此， 有关探望协议
是具有人身属性的合同 ，
它不同于纯金钱给付的合
同， 相应地， 也就不适用
违约金方面的规定。

另一方面， 给付抚养
费是父母的法定义务。

抚养费是离婚后未与
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或母支
付给未成年子女的生活
费、教育费、医疗费等必要
费用， 对未成年子女或者
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
给付抚养费， 是父母应尽
的义务， 更是法律的强制
性规定。《民法典》 第一千
零六十七条规定：“父母不
履行抚养义务的， 未成年
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
成年子女， 有要求父母给
付抚养费的权利 。” 第一
千零八十五条规定： “离
婚后， 子女由一方直接抚
养的， 另一方应当负担部
分或者全部抚养费……”

由此可见， 抚养费的
给付与探望权的行使是两
个不同的法律问题， 支付
抚养费并非是行使探望权
的前置条件， 探望权受阻
也不是拒绝支付抚养费的
法定理由。 本案中， 由于
探望违约金冲抵抚养费的
约定无法律效力 ， 所以 ，
你不能扣减女儿的抚养
费， 否则， 秦女士可以代
表女儿向法院起诉追索抚
养费。 同样， 你在探望权
受阻的情况下， 只能通过
诉讼途径解决。

潘家永 律师

前夫探望子女被拒绝
可否依约少付抚养费？公司以严重违纪为由辞退职工属违法

聚餐时误伤领导， 已后悔认错

继父未尽抚养义务 无权要求继子赡养

升职加薪是一件高
兴事， 有喜事自然要和
亲朋好友分享一下。 于
是， 曹某在被公司任命
为大区经理后， 利用下
班时间邀请同事聚餐庆
祝。 岂料， 他因酒后冲
动误伤了自己的直属领
导。 为此， 公司以严重
违纪为由撤销了对他的
任命， 还解除了与他的
劳动合同。 近日， 二审
法院终审认定公司构成
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并
判令其向曹某支付经济
赔偿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