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本案情
2023年 12月 5日 ， 谢 菲 菲

（化名） 经网络招聘进入一家公
司工作。 当天， 双方签订了期限
为3年的劳动合同。 合同约定其
工作岗位为产品设计工程师， 工
资构成为月基本工资8000元+绩
效奖金， 公司 《员工手册》 等规
章制度为劳动合同附件。 在职期
间， 其应根据公司需要安排自己
的工作， 并服从公司依据经营工
作情况、 个人业务能力及绩效考
核结果等作出的工作岗位、 工作
内容、 工作地点调整。

2024年6月 ， 公司通知谢菲
菲到外地出差一个月。 7月24日
是星期二， 她于当天下午出差归
来。 由于出火车站时已经超过下
班时间半个多小时， 加之公司平
时没有要求出差人员必须先回公
司， 她便选择从火车站直接打车
回家。 不料， 她在途中遭遇交通
事故致残 。 经交警部门勘查现
场， 最终认定对方司机负事故的
全部责任。

近日， 谢菲菲发现公司没有

为她办理工伤保险参保手续。 当
她请求公司为她申请工伤认定并
向她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时， 公司
以她不是从公司回家， 不属于下
班途中遭遇非本人负主要责任的
交通事故为由， 既不为她申请工
伤认定还拒绝向她给付工伤保险
待遇。 谢菲菲想知道： 公司拒绝
承担责任的理由成立吗？ 她该怎
么办？

法律分析
公司拒绝为谢菲菲申请工伤

认定并拒不向其支付工伤待遇的
理由不能成立， 按照法律法规相
关规定， 公司应当对谢菲菲所受
伤害承担工伤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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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条规定： “对社会保险
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 ‘上下
班途中 ’ 的 ， 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一） 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
工作地与住所地、 经常居住地、
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
中； （二） 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
工作地与配偶、 父母、 子女居住

地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 ；
（三） 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
需要的活动， 且在合理时间和合
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 （四） 在
合理时间内其他合理路线的上下
班途中。”

与之对应， 在本案不属于上
述规定前三种情形的情况下， 谢
菲菲能否构成工伤， 取决于其回
家时行走的时间、 路线是否属于
“在合理时间内其他合理路线”，
即是否是在 “合理时间” “合理
路线” 发生交通事故。 对此， 应
作以下分析：

一方面， “合理时间” 应当
以上下班所需来考量。 本案中，
谢菲菲出差归来已超过下班时
间， 在公司平时没有要求出差人
员就相应情形必须先回公司即默
许职工直接回家的情况下， 其选
择从火车站打车回家的时间， 当
属合理时间。

另一方面， “合理路线” 应
当以上下班为目的来考量。 合理
路线不等于唯一路线， 或许可供
选择的路线有多条， 但只要能顺
利、 有效、 安全地到达目的地，

不作无理由的长距离绕行、 不明
显违背效费比的选择、 不无端增
加危险的捷径， 均应当认定具有
合理性。 本案中， 谢菲菲从火车
站直接打车回家系正常选择交通
工具和路径 ， 属于以顺利 、 有
效、 安全到家为目的， 且不存在
无理长距离绕行、 明显违背效费
比、 无端增加危险等情形， 亦符
合人性化要求， 当属合理路线。

基于以上分析， 可以将谢菲
菲出差归来后、 因已过下班时间
从火车站直接打车回家的行为视
同为下班， 其在回家途中遭遇本
人没有责任的交通事故所受伤害
属于工伤。 在此情况下， 其有权
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四条
第 （六） 项规定要求公司为她申
请工伤认定， 在公司拒绝提出该
申请的情况下， 其本人可以依照
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直接
向人社部门申请工伤认定。

经人社部门认定为工伤之
后， 谢菲菲可以进行劳动能力鉴
定， 待确定伤残等级后即可参照
工伤待遇标准要求公司给予相应
的赔偿。 颜梅生 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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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婚前房产婚后加名， 对

方就能顺理成章获得一半份
额吗？

2021年3月 ， 陈某在与罗女
士结婚时， 父母为他购买了一套
房屋作为婚房。 婚后不久， 罗女
士生了个儿子 ， 陈某在高兴之
余， 就在房本上加上了妻子的名
字， 但未记载妻子享有的份额 。
此后， 罗女士认为该房屋已属于
他们夫妻共同财产， 如果双方离
婚的话， 她将有权分割到一半的
房产。

那么， 罗女士这种认识是否
正确呢？

【评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法典 〉 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一）》 第三十一条规定： “夫妻
一方的个人财产， 不因婚姻关系
的延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
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据
此， 夫妻可以通过签订协议或
者在产权证上加名的方式 ， 将
一方婚前个人房产转化为夫妻共
同财产 。 其中 ， 一方将婚前个
人房产在婚后加上配偶的名字，
其性质属于赠与， 使得房屋由个
人财产变为夫妻共同财产 。 但
是， 房产证上加名， 并不意味着
被加名一方就能顺理成章获得一
半份额。

本案中， 如果陈某与罗女士
因离婚在分割该房产时发生争
议， 进而诉请法院判决时， 法院
将会考虑罗女士对该房产无出资

贡献、 陈某加名的目的、 双方婚
姻存续时间、 孕育子女、 离婚过
错、 对家庭的贡献等情况， 同时
遵照照顾未成年子女和女方的原
则， 综合酌定罗女士可分得的房
产比例。 从法院目前已经作出的
判决看， 被加名的一方可分割的
房产比例一般不超过30%， 而不
是罗女士认为的房产的一半。

【案例2】
婚前房屋被拆迁， 另一

方有权分割安置房和拆迁款
吗？

2019年7月 ， 刘女士领取结
婚证后就把户口迁至丈夫梁某
处， 两人婚后居住在梁某婚前的
自建房里。 3年后， 梁某的自建
房被政府拆迁， 获得2套安置房
和拆迁补偿款40万元。 最近， 两
人因感情破裂闹离婚， 刘女士要
求把安置房和补偿款拿出来一起
分割。 梁某认为， 安置房和补偿
款是由其婚前个人房产的自然演
变和转化而来， 与刘女士无关。

那么， 刘女士的要求和梁某
的说法能成立吗？

【评析】
刘女士提出的要求及梁某的

主张都具有相应的政策法规基
础， 但其每个人究竟享有哪些权
利、 能够得到哪些权益需做进一
步的分析。

一方面， 刘女士是否有权分
得安置房， 要看当时的拆迁安置
政策。 现实中， 各地的拆迁政策
一般是： 拆迁安置面积按照被拆
迁户家庭成员数结合原有房屋面

积综合折算。 按此政策， 刘女士
也是被拆迁安置人员， 应当享受
拆迁安置利益， 对2套安置房享
有共有权， 在离婚时有权要求分
割。 至于其可以获得多少份额，
则要考虑被拆迁房屋系梁某婚前
房产这一因素， 还应考虑两人对
共有房屋贡献大小及生活的实际
情况来确定。

另一方面， 刘女士有权分得
相应的补偿款。 根据 《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第十七
条规定， 对被征收人给予的补偿
包括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和因
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 临时安置
的补偿。 也就是说， 拆迁安置补
偿款既包括对房屋本身价值的补
偿， 如被拆房屋及所占土地补偿
以及附属设施设备、 装饰装修等
补偿， 也包括对家庭成员的相关
补偿 ， 如搬迁补助 、 临时安置
费、 配合拆迁的奖励等。 因此，
除房屋本身价值的补偿款仍属于
梁某个人财产外， 其他方面的补
偿款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案例3】
婚前房屋婚后出租， 租

金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吗？

常某在婚前有一套房屋，因
在与祁女士结婚时购买了新房，
他就把婚前那套房子用于出租。
2014年5月至今十多年来，该出租
房屋获得的租金有20万元， 这些
钱一直保存在常某个人银行卡
内。今年8月，两人因感情不和协
议离婚。在分割财产时，祁女士认
为该笔租金是夫妻共同财产，她
有权分得一半。而常某认为，因出

租房系其婚前个人财产， 故由此
产生的租金自然仍归他个人所
有，祁女士无权要求分割。

那么， 常某和祁女士谁的主
张符合法律规定呢？

【评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法典 〉 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一）》 第二十六条规定： “夫妻
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
益， 除孳息和自然增值外， 应认
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由此来看，
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孳息
和自然增值仍属于一方个人财
产， 在婚后的主动增值则属于夫
妻共同财产。

孳息是指由原物或权利所产
生的额外收益， 例如， 果树上结
的果实， 存款利息等。 自然增值
是指该增值的发生是因通货膨胀
或市场行情的变化所致， 与夫妻
一方或双方是否为该财产投入劳
动或管理等无关。 例如， 婚前收
藏的字画在婚后因市场繁荣而价
格上涨等。 与自然增值相对应的
是主动增值， 它是指对财产付出
劳务、 投资、 管理等智力和劳动
所产生的增值， 与通货膨胀或市
场行情变化无关。

本案中， 常某个人房产在婚
后出租所获租金应属于主动增值
之列， 在离婚时应作为夫妻共同
财产予以分割。 因为， 在房屋出
租期间， 常某对出租房屋负有相
应的管理、 维修等义务， 租金的
获得需要投入一定劳务。 这就是
说， 祁女士要求分割常某个人房
产出租所得是有法律依据的。

潘家永 律师

案情回顾
李女士在一家渔具公司工

作3年后，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
到期， 公司决定不再与李女士
续订劳动合同。 在李女士与公
司终止劳动关系进行薪资清算
时， 公司所欠李女士两个月的
工资及离职经济补偿共计1.5
万元， 因为公司暂时资金短缺
没有立即兑现， 公司承诺在3
个月内向李女士一次性支付，
并向李女士出具了欠薪证明。

可是， 由于李女士保管不
慎， 将公司出具的那张欠薪证
明在洗衣服时完全损毁。 3个
月过后， 当李女士去公司领取
公司所欠的薪资时遭到公司的
拒绝。 无论李女士如何解释，
公司坚称必须要交回公司出具
的欠薪证明， 且只有这样才能
向李女士支付所欠薪资。

那么， 李女士的欠薪证明
损毁后， 应当怎样向公司索要
欠薪呢？

法律解析
从李女士的经历看， 其获

得劳动报酬、 获取离职经济补
偿是她的合法权益， 是不容侵
害的。

本案中， 李女士在与公司
解除劳动合同时已经将工资
与离职经济补偿一并清算共
计1.5万元 ， 因公司暂时资金
短缺没有立即兑现， 并承诺在
3个月内向其支付， 并出具了
欠薪证明。 而欠薪证明因李女
士保管不慎而损毁， 其因无法
提交欠薪证明要求支付欠薪遭
到公司的拒绝 。 在这种情形
下 ， 其可以进一步与公司沟
通， 以获得自己的合法权益。
如果公司仍然拒绝支付， 可以
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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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四条规
定 ： “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
除、 除名、 辞退、 解除劳动合
同、 减少劳动报酬、 计算劳动
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
动争议 ， 用人单位负举证责
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 第九十条规定：“当事
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
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
求所依据的事实， 应当提供证
据加以证明， 但法律另有规定
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 当事
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
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 由负有
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
利的后果。” 这就是说， 用人
单位支付工资及经济补偿与
否， 对于该事实的证明实行的
是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另外， 从 《劳动合同法 》
第三十条和第四十六条规定可
以看出， 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
劳动报酬及经济补偿强调的是
“支付 ”， 如果用人单位没有
“支付” 那就应履行支付义务，
这是没有其他附加条件的。 因
此， 在李女士持有书面劳动合
同证明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月薪数额已经明确的情形下，
欠薪证明并不是证明欠薪事实
的唯一凭证， 即使李女士没有
欠薪证明， 同样可以向公司索
要所欠的薪资及经济补偿。 如
果公司作为举证责任主体， 不
能举证已经向李女士支付薪资
及经济补偿的证据， 那就要承
担不利后果。 程文华 律师

欠薪证明被损毁
职工还能索要欠薪吗？

婚前房屋婚后发生变动，如何确定产权或收益归属？

出差归来已过下班时间，
职工直接回家遭遇事故是否构成工伤？

夫妻一方婚前所有的房产， 不会因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 那么， 一方婚前所有的
房产， 结婚后在产权证上添加另一方的名字， 或者婚后被拆迁， 或者婚后用于出租， 在这些情形下， 该
如何确定产权份额或者所获收益的归属呢？ 以下结合3个案例做出详细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