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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中存在劳务分包、
转包、 挂靠等情况。 那么， 当劳
动者被拖欠工资、 遭受事故伤害
时， 能否要求总承包单位、 被挂
靠人承担责任呢？ 以下案例对此
作出了法律分析。

【案例1】
工程款已付给分包人，

劳动者却没拿到工资， 谁来
担责？

甲建筑公司承包到一处建筑
工程后， 将安装模板部分分包给
了没有建筑资质的某工程队， 工
程队老板吕某雇请王某等人做木
工。 工程做完后， 王某讨要工钱
却联系不上吕某， 于是找到甲建
筑公司， 甲建筑公司称已经将工
程款结清给工程队， 应由工程队
老板负责支付工资。 针对工程款
已结清给分包单位而劳动者没有
拿到工资这种情况， 应该由谁承
担工资清偿责任呢？

【点评】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

例》 第三十条规定： “分包单位
对所招用农民工的实名制管理和
工资支付负直接责任。 施工总承
包 单 位 对 分 包 单 位 劳 动 用 工
和 工 资发放等情况进行监督 。
分包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 由
施工总承包单位先行清偿， 再依
法进行追偿 。 工程建设项目转
包， 拖欠农民工工资的， 由施工
总承包单位先行清偿， 再依法进
行追偿。”

本案中， 工程队拖欠王某的
工钱， 甲公司作为工程总承包单
位， 应当根据上述规定承担清偿
责任， 而不能以工钱已结清给工
程队为由推卸责任。

【案例2】
包工头代领工资后未付

给劳动者， 谁来担责？

赵某跟随包工头孟某在乙建
筑工地从事安装工作， 孟某从乙
建筑公司将工资代领后， 不但没
有将工资发放给赵某和其他工
友 ， 反而去购买了一辆汽车自
用。 那么， 包工头代领工资后用
于自己花销， 劳动者该找谁讨要
工资呢？

【点评】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

例》 第十一条规定： “农民工工
资应当以货币形式， 通过银行转
账或者现金支付给农民工本人，
不得以实物或者有价证券等其他
形式替代。” 原劳动和社会保障
部、 建设部关于印发的 《建设领
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
法》 第七条规定： “企业应将工
资直接发放给农民工本人， 严禁
发放给 ‘包工头’ 或其他不具备
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和个人。 企
业可委托银行发放农民工工资。”
因此， 用工单位在劳动者未授权
由包工头领取工资的情况下， 将
工资发放给包工头的， 视为未履
行发放工资的义务， 用工单位应
当对拖欠的工资承担清偿责任。
根据上述规定， 赵某有权要求乙
建筑公司向其支付被拖欠的工
资。

【案例3】
违法转包工程， 谁是工

伤赔偿责任的主体？

丙建筑公司中标一项劳务工
程项目后 ， 就当起了 “甩手掌

柜”， 将该项目转包给没有相应
资质的窦某， 窦某遂招用袁某等
二十几位劳动者到工地干活。 袁
某 在 工 作 时 从 脚 手 架 上 摔 下
受伤， 后经鉴定构成九级伤残。
丙建筑公司认为， 其与袁某之间
不存在劳动关系， 其不应承担工
伤赔偿责任 。 因袁某系窦某招
用 ， 并在为窦某工作时受到损
害， 应当由实际用工人窦某负责
赔偿。

那么， 丙建筑公司的理由能
成立吗？

【点评】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

于执行 〈工伤保险条例〉 若干问
题的意见》 第七条规定： “具备
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违反法
律 、 法规规定 ， 将承包业务转
包、 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
的组织或者自然人， 该组织或者
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从事承包业
务时因工伤亡的， 由该具备用工
主 体 资 格 的 承 包 单 位 承 担 用
人 单 位依法应承担的工伤保险
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
规定 》 第三条第一款第四项规
定： “用工单位违反法律、 法规
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
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
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
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 用工
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
位。”

本案中， 丙建筑公司将所承
包的劳务工程转给自然人窦某负
责施工， 而窦某没有相应的施工
资质， 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 根
据上述规定， 丙建筑公司应当承
担袁某因工受伤的工伤赔偿责
任。

【案例4】
个人挂靠经营， 被挂靠

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吗？

陆某组建的施工队没有取得
建筑资质， 每次揽活时都要借用
他人的资质。 2024年2月 ， 某县
决定对一处雨污分流进行改造，
陆某想做该工程， 于是就找到丁
建筑公司希望能以其名义前去投
标， 丁建筑公司在谈拢管理费后
欣然同意。 中标后， 一直跟随陆
某干活的康某在地面水沟施工时
被石块砸伤， 构成十级伤残。 丁
建筑公司认为， 受害人康某并非
其雇佣的， 其对康某的伤害不该
负任何责任， 康某应当向实际用
工人陆某索赔。 那么， 丁建筑公
司的说法对吗？

【点评】
本案涉及的是挂靠经营。 具

体到建筑业领域， 挂靠主要是指
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允许没有
资质的人在一定期间内使用其名
义对外承接工程、 进行实际施工
的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
规定 》 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规
定： “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
营， 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
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的单位。” 本案中， 丁建筑公司
同意陆某以其名义对外承包工程
并收取管理费， 双方之间形成挂
靠关系。 因此， 丁建筑公司应当
根据上述规定对康某的伤害承担
工伤赔偿责任， 而不能以自己与
康某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推
脱责任。 当然， 丁建筑公司在承
担工伤赔偿责任后， 有权依法向
挂靠人陆某追偿。 潘家永 律师

编辑同志：
自2023年年底至今

年年初， 因公司拖欠工
资， 我们曾分别申请劳
动争议仲裁并诉至法
院。 目前， 这些案件均
已审结并进入执行阶
段。 可是， 谢某等公司
全体股东却向企业登记
机关出具对公司债务承
担清偿责任的书面承
诺， 未经清算程序， 也
没有通知我们， 即已将
公司注销登记。

请问： 在这种情况
下， 我们能否申请法院
追加谢某等全体股东为
被执行人清偿欠薪？

读者： 姜慧慧等7人

姜慧慧等读者：
你们可以申请法院

追加谢某等全体股东为
被执行人清偿欠薪。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民事执行中变更、 追
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
规 定 》 第二十三条规
定： “作为被执行人的
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未
经依法清算即办理注销
登记， 在登记机关办理
注销登记时， 第三人书
面承诺对被执行人的债
务承担清偿责任， 申请
执行人申请变更、 追加
该第三人为被执行人 ，
在承诺范围内承担清偿
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予
支持。”

该规定表明， 申请
追加被执行人， 必须同
时满足两个条件的： 一
是被执行人未经依法清
算即办理注销登记； 二
是办理注销登记时第三
人书面承诺对被执行人
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 若干问题的
规定 (二 ) 》 第十一条
也规定 ： “公司清算
时， 清算组应当按照公
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的
规定， 将公司解散清算
事宜书面通知全体已知
债权人， 并根据公司规
模和营业地域范围在全
国或者公司注册登记地
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进
行公告。 清算组未按照
前款规定履行通知和公
告义务， 导致债权人未
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
偿， 债权人主张清算组
成员对因此造成的损失
承担赔偿责任的， 人民
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结合本案， 正因为
公司未经依法清算而注
销登记， 谢某等全体股
东在办理注销登记已书
面承诺对公司债务承担
清偿责任， 谢某等全体
股东明知公司拖欠你们
工资甚至已引发诉讼并
进入执行程序且尚未清
结， 却没有将相应事由
书面通知你们， 依据上
述规定， 谢某等全体股
东应当对拖欠你们的工
资承担清偿责任。

颜梅生 法官

未通知被欠薪职工
股东注销公司须担责

近日， 多个旅游预订平台的
数据显示， 暑期旅游有望延续火
热态势。 假期里， 有不少劳动者
会选择跟团出游。 然而， 在实际
旅程中遇到被迫拼团、 行程 “缩
水”、 遭遇意外等糟心事， 该如
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案例1
旅游产品模糊不清， 游

客享有知情权

职工小刘近日到一家旅行社
咨询旅游事宜时， 看到该旅行社
张贴了 “条条线路送保险” 宣传
单， 于是就报了名。 可在签订合
同时， 旅行社并没有出示保险合
同。 在小刘的追问下， 工作人员
称为她投保的是旅行社责任险。

评析
旅游责任险不等于旅游意外

险 。 一些旅行社用 “旅游送保
险” 的促销方式， 让顾客误以为
自己已经获赠旅游意外险， 但在
旅途中发生伤害、 疾病、 遗失财
物等情况， 游客权益其实并没有
得到保障。 针对混淆旅游者知情
权的行为， 《旅游法》 第9条规
定： “旅游者有权知悉其购买的
旅游产品和服务的真实情况 。”
比如， 游客有权要求旅行社如实
告知住宿、 餐饮、 交通、 服务标
准等方面的真实情况， 事先说明

旅游合同的具体内容等。

案例2
旅程中转 （拼） 团， 须

征得旅游者同意

张先生一家在跟团旅行时，
接二连三地遭遇地接社的拼团，
但在游玩过程中矛盾不断。

评析
组团社将接待服务委托给其

他旅行社是旅游业的普遍做法，
但交接过程不能以损害游客的权
益为代价。 《旅游法》 第69条规
定： “经旅游者同意， 旅行社将
包价旅游合同中的接待业务委托
给其他具有相应资质的地接社履
行的， 应当与地接社订立书面委
托合同……地接社应当按照包价
旅游合同和委托合同提供服务。”
这就是说， 旅行社需要将接待服
务委托给其他旅行社的， 必须征
得旅游者的书面同意， 并签订委
托合同， 明确约定委 （受） 托双
方的权利、 义务。

案例3
旅行行程 “缩水”， 游

客有权履约或索偿

吴女士报名参加某旅行社的
双飞四天特价团。 旅途中， 旅行
社承诺的 “游览五指山 、 万泉

河” 变成了 “遥望” 和 “远眺”。
旅游结束后， 吴女士等人就旅行
社行程 “缩水” 提出赔偿要求，
对方却表示： “旅行社在不减少
项目的前提下， 有保留调整行程
的权利。”

评析
《旅游法》规定，旅行社应当

按照包价旅游合同的约定履行义
务，不得擅自变更旅游行程安排。
旅行社不履行包价旅游合同义务
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
的，应当依法承担继续履行、采取
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
任。 也就是说， 在旅游服务过程
中， 旅行社不得擅改旅游合同安
排的行程， 如减少游览项目或者
缩短游览时间、 增加购物次数或
者延长购物时间等。 旅游者应当
注意，在签订旅游合同时，一定要
认真审阅合同文本， 可专门对景
点数量及门票、 购物时间及购物
点数量、 是否必须购物等作出明
确约定。 如果遇到旅行社违约的
情况，要学会收集和固定证据，及
时向文旅部门举报提供违法线
索，以便监管机构及时查处。

案例4
游玩途中受伤， 游客可

向经营者索赔

李某随旅行团游玩途中遭遇

车祸受伤， 当他向旅行社要求赔
偿时， 相关方均想方设法推卸责
任： 组团社称， 大巴车不是他们
的；地接社称，李某并未与他们签
订合同；客运公司称，伤者是在旅
游时出的事，应该找旅行社索赔。

评析
《民法典》第1198条第1款规

定 ：“宾馆 、商场 、银行 、车站 、机
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
所、 公共场所的经营者、 管理者
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 ，未
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造成他人损
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旅游
法》第71条规定： “由于地接社、
履行辅助人的原因造成旅游者人
身损害、 财产损失的， 旅游者可
以要求地接社、 履行辅助人承担
赔偿责任， 也可以要求组团社承
担赔偿责任； 组团社承担责任后
可以向地接社 、 履行辅助人追
偿。 但是， 由于公共交通经营者
的原因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 财
产损失的， 由公共交通经营者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 旅行社应当协
助 旅 游 者 向 公 共 交 通 经 营 者
索赔。” 本案中， 旅行社作为旅
游经营者， 客运公司作为旅游辅
助服务者， 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
没 有 尽 到 保 障 游 客 人 身 、 财
产 安 全的义务 ， 故应承担赔偿
责任。

张兆利 律师

暑期旅游权益保障攻略

劳务分包、转包、挂靠，劳动者权益如何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