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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职工离职时请求一
次性就业补助， 公司遂申请
重新鉴定伤残等级

2016年3月23日 ， 周平入职
宏运汽车运输公司工作。 经协商
一致， 双方签订自2016年4月1日
起至2017年3月31日止的一年期
劳动合同， 合同约定其工作岗位
为保险主管。

2017年2月9日10时许， 周平
受宏运公司指派， 驾驶宏运公司
小型客车到交警指定停车场勘察
一起事故车辆， 在返回途中， 为
躲避对面行驶过来的大型货车冲
出路边造成胸部受伤， 医生诊断
结果为12胸椎压缩粉碎骨折， 胸
12锥体压缩性骨折。

2017年4月1日， 宏运公司与
周 平 续 签 无 固 定 期 限 劳 动 合
同 。 同年5月27日， 经宏运公司
申请， 周平被认定为工伤。 同年
6月27日， 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
会鉴定 ， 认定周平构成八级伤
残。 此后， 周平获得相应的工伤
待遇。

2023年5月8日， 周平向宏运
公司提出离职 。 同年5月31日 ，
双方经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
此后， 周平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请求裁决公司向他支付一次性伤
残就业补偿金。 经审理， 仲裁机
构裁决宏运公司向其支付一次性
伤残就业补助金103267.36元。

宏运公司不服该裁决诉至一
审法院， 请求判令其无须给付周
平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同时
递交对周平伤残等级予以重新复
查鉴定申请书。

解除劳动关系后申请工
伤等级重新鉴定， 原单位不
具主体资格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 本案争
议的焦点是劳动关系依法解除
后， 用人单位能否依照 《工伤保
险条例》 第28条规定对工伤职工
的劳动能力提出复查鉴定。

《工伤保险条例》 第28条规
定：“自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作出之
日起1年后，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
属、 所在单位或者经办机构认为
伤残情况发生变化的， 可以申请
劳动能力复查鉴定。” 由此可知，
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 自劳动能
力鉴定结论作出之日起1年后，用
人单位与劳动者均有权提出劳动
能力复查鉴定申请， 以准确评估
负工伤劳动者的实际伤情。

然而， 本案的情形与上述规
定情形并不相符。 由于周平与宏
运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已经在
2023年5月31日解除 ， 宏运公司
在提起本案诉讼时已不具备 《工
伤保险条例》 第28条规定的 “所
在单位” 资格。 从另一角度看，
在劳动关系依法解除后， 如果赋
予原用人单位劳动能力复查鉴定
的权利， 既不利于工伤职工权利
的保护也有违 《工伤保险条例》
旨在保护劳动者的立法初衷。 综
上， 宏运公司在双方劳动关系解
除后， 要求对周平工伤伤情进行
劳动能力复查鉴定于法无据，一
审法院不予支持。 因周平负工伤
造成八级伤残情况属实， 一审法
院判令宏运公司给付周平一次性
伤残就业补助金103267.36元。

宏运公司不服一审法院判
决， 上诉称原审认定其系周平的
原用人单位， 不具备提起劳动能
力复查鉴定的资格， 属于法律理
解及适用的错误。

宏远公司认为， 其与周平之
间的劳动关系虽已解除， 但双方
因一次性就业补助金给付问题产
生了纠纷， 该纠纷是与劳动关系
解除同时发生的。 而 《工伤保险
条例》 仅规定提出劳动能力复查
鉴定的主体为工伤职工 “所在单
位”， 并未明确限制该用人单位
的范畴。 况且， 该法律规定制定
的目的在于赋予用人单位重新复
核的权利， 以合理规定用人单位
最终应承担的责任。 因此， 其作
为应向周平支付一次性就业补助
金的用人单位， 理应享有要求复
核的权利。

二审法院认为， 本案的争议
焦点是2017年6月27日的初次鉴
定结论能否作为本案一次性伤残
就业补助金的依据， 一审法院未
准许宏运公司提出的劳动能力复
查鉴定是否恰当。

对此， 二审法院认为， 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 》 第28条规定 ，
劳动能力复查鉴定的目的在于准
确评估工伤职工的实际伤情， 继
而评定工伤职工是否具备工作岗
位所需的劳动能力条件。 该规定
表明， 工伤职工与用人单位之间
劳动关系存续， 双方之间的工伤
保险关系尚未终结时， 用人单位
提出劳动能力再次鉴定申请的，
工伤职工有义务进行配合。 待相
应鉴定重新作出之后， 工伤职工
或工伤职工所在单位才能依据新
的伤残等级确定相应的工伤保险

待遇。 由此来看， 《工伤保险条
例》 第28条所指劳动能力复查鉴
定权， 应当以工伤职工与用人单
位尚保留劳动关系为前提。

另一方面， 劳动能力鉴定结
论与工伤保险待遇紧密相关， 劳
动者提出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
和工伤保险关系， 是获得一次性
伤残就业补助金的条件。 若在解
除劳动关系之后， 劳动者、 原用
人单位仍可以申请劳动能力复查
鉴定， 劳动者工伤待遇会处于不
稳定状态， 这种情形与 《工伤保
险条例》 的立法目的相悖。

综上， 二审法院认为， 因宏
运公司与周平之间的劳动关系已
经解除， 故宏运公司不再享有依
据 《工伤保险条例》 第28条规定
进行劳动能力复查鉴定的条件。
鉴于原审认为事实清楚， 适用法
律正确， 宏运公司的上诉主张缺
乏事实法律依据， 故判决驳回上
诉， 维持原判。

【评析】
用人单位应学法知法守

法用法

《工伤保险条例》 第26条规
定： “申请鉴定的单位或者个人
对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
会作出的鉴定结论不服的， 可以
在收到该鉴定结论之日起15日内
向省、 自治区、 直辖市劳动能力
鉴定委员会提出再次鉴定申请。
省、 自治区、 直辖市劳动能力鉴
定委员会作出的劳动能力鉴定结
论为最终结论。” 本案中， 宏运
公司在周平于2017年6月27日经
鉴定确认为八级伤残后， 并未在
15日内提出再次鉴定申请， 表明
其对周平的伤残等级没有异议，
无需再次进行鉴定。

6年后，工伤职工周平从宏运
公司离职， 其依法要求宏运公司
给付一次性就业补助金符合法律
规定。 而宏运公司为规避法律责
任， 申请重新鉴定周平的伤残等
级， 说明其没有弄清自己是否具
备提起该申请的主体资格。 由于
对《工伤保险条例》第28条规定的
何谓“所在单位”认识不清且存在
误解， 宏运公司才提起诉讼并在
一审败诉后继续上诉。 本案历经
仲裁及两级法院审理， 对相关法
理进行了深入辨析， 最终定纷止
争，双方均息诉服判。由此来看，
这既是一场生动的法律普及课，
又是一场深刻的辨法析理课。

（本文当事人及用人单位均
为化名）

杨学友 检察官

编辑同志：
2023年3月 ， 朋友董

某向我借款40万元用于扩
大门店规模， 双方为此签
订了借款协议， 并在协议
中约定： 董某用其个人所
有的一处价值约100万元
的门面房作抵押， 如果到
期不能归还本息， 则该抵
押房屋直接过户归我所
有。 可是， 在约定还款期
届满前， 一场突如其来的
火灾导致董某丧失还款能
力。 眼看还款无望， 我要
求董某将抵押房屋过户到
我的名下被拒绝， 遂持借
款协议诉至法院。 法院审
理认为， 我与董某签署的
房产抵押协议违反了法律
关于流质契约的约束性规
定， 应属无效。

请问： 什么是流质契
约？ 法律对此有何规定？

读者： 解会会 （化名）

解会会读者：
从你讲述的情况看 ，

你确实不能按照协议约定
获得抵押房屋的所有权。

所谓流质契约， 是指
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在订立
抵押合同时约定， 在债务
履行期届满， 抵押权人未
受清偿时， 抵押物的所有
权归抵押权人所有。

对于流质契约， 《民
法典 》 第428条作出了基
本禁止 、 有限承认的规
定： “质权人在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前， 与出质人约
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
时质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
的， 只能依法就质押财产
优先受偿。” 之所以作出
这样的规定， 主要是为了
实现以下目的：

一是维护债务人的利
益。 在签订抵押合同时 ，
债务人往往会因眼前一时
的急需而不惜以价值较高
的财产担保小额债权。 债
权人也会利用债务人这种
窘迫处境而提出种种苛刻
条件， 迫使其签订流质契
约。 在债务人不能履行债
务时， 债权人就会不经清
算等程序即取得抵押物的
所有权， 这样既损害了债
务人的利益， 也违反了公
平和等价有偿原则。

二是保护债权人的利
益。 如果在订立合同时对
标的物的价值作出错误
估 计 ， 或因市场行情的
重大变化而使标的物的价
值暴跌， 或由于对债务人
的信誉过分信赖， 都会产
生债权不能完全实现的风
险。

三是抵押物折价或变
价清偿债务时， 须依法经
过清算程序进行价值评
估， 以抵押物折价或变价
款对债务进行清偿。 对于
超出债务数额的部分变价
款， 仍归抵押人所有， 对
于不足清偿的部分由债务
人继续履行。 也就是说 ，
如果不经评估、 折价或变
价等法定程序， 即由债权
人取得抵押物的所有权 ，
势必造成价值转移失衡 ，
损害债务人的利益。

张兆利 律师

职工赖丁丁 （化名） 在进行
法律咨询时说， 因公司没有按照
她的实际工资标准足额缴纳社会
保险费， 她多次向公司提出纠正
意见， 但公司一直置之不理。 无
奈， 她主动辞职与公司解除劳动
关系。

她想知道： 这种情况下， 能
否向公司索要经济补偿金？

法律分析
未足额缴纳社保不同于没有

缴纳社保， 赖丁丁不能索要离职
经济补偿金。

《劳动合同法》第46条第 （1）
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
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
偿：（1）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
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而
该法第38条规定：“用人单位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 劳动者可以解除
劳动合同：……（3）未依法为劳动
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这些
规定表明， 劳动者因主动解除劳
动合同而请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
补偿金的法定条件之一， 是用人
单位 “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
保险费”。

由于未缴纳不同于未足额缴
纳， 所以， “未依法为劳动者缴
纳社会保险费” 与 “未依法足额
缴纳社会保险费” 是两个不同的
概念， 彼此不存在包含与被包含
的关系。 也就是说， “未依法足
额缴纳社会保险费” 不在 “未依
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 之
列。 本案中， 公司只是未按赖丁
丁的实际工资标准足额缴纳社会
保险费， 而非未依法缴纳社会保
险费， 所以， 赖丁丁主动辞职后
缺乏要求公司支付的经济补偿金
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值得一提的是， 《社会保险
法》 第86条规定： “用人单位未
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由
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
纳或者补足， 并自欠缴之日起，
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逾
期仍不缴纳的， 由有关行政部门
处欠缴数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
罚款。” 即用人单位 “未依法足
额缴纳社会保险费” 的行为并不
能逃避法律责任， 赖丁丁可以通
过向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举报的
方式来维护自身权益。

廖春梅 法官

朋友借款时以房担保
若不能还钱房产归谁？

公司未足额缴纳社保，职工离职后能否索要经济补偿？

公司申请复查工伤等级，法院为何不支持？

邰怡明 绘图

工伤职工周平
（化名） 享受八级
伤残相关待遇后 ，
继续在原单位工作
6年 。 恰在此时 ，
他与单位协商一致
解除劳动合同， 但
在要求单位按八级
伤残给付一次性伤
残就业补偿金时双
方产生争议。 单位
申请重新鉴定该职
工 伤 残 等 级 ， 可
是， 这一请求未得
到法律的支持， 这
是为什么呢？ 以下
案例对此作出了法
律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