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工发生工伤后用人单位未及时申报， 结果导致相应的医药费、 住院伙食补助费
等无法报销， 职工能要求用人单位赔偿吗？ 近日， 法院就审结一起这样的案件， 并判
令用人单位承担相应的费用。

高空抛物致人损害，相关责任如何厘清？
如今， 建筑物上的抛掷物致人损伤事件时有发生。 因此， 这种高空抛物被称为

“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为了保护人们 “头顶上的安全”， 《民法典》 对高空抛物的治
理规则及致害责任作出了规范。 那么， 实施高空抛物行为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 在
无法确定肇事者时又该向谁索赔呢？ 请看以下案例。

单位未及时申报工伤，医疗费由谁负担？

基本案情
2021年3月，王某入职某公司

工作， 该公司为王某办理了工伤
保险登记并缴纳工伤保险费 。
2023年11月， 王某在工作过程中
负伤。事故伤害发生后，公司未进
行工伤申报，王某于2024年4月自
行向人社局提起工伤认定申请。

经认定， 王某在工作时所受
的伤为工伤， 伤残等级为七级伤
残。 王某通过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与公司达成调解协议， 公司支付
了应由用人单位赔偿的一次性就
业补助金、 停工留薪期工资、 护
理费 、 交通费等工伤待遇共计
107000元。

随后， 王某又向社会保险经
办机构申请支付医药费报销费
用、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一次性
工伤医疗补助金、 住院伙食补助
费等工伤待遇共计143090元。

经审核，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向王某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112400
元， 而对王某治疗的工伤损害的
另外一部分医疗费和住院伙食补

助费共计30690元不予支付 ， 原
因是这些费用属于申报工伤之前
的费用， 应当由用人单位支付。

因公司拒绝支付上述费用，
王某将公司诉至法院。

法院判决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七条

第一款、 第四款分别规定： “职
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
防治法规定被诊断、 鉴定为职业
病， 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
生之日或者被诊断、 鉴定为职业
病之日起30日内， 向统筹地区社
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
请。 遇有特殊情况， 经报社会保
险行政部门同意， 申请时限可以
适当延长。” “用人单位未在本
条第一款规定的时限内提交工伤
认定申请， 在此期间发生符合本
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
由该用人单位负担。”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实
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
见》（劳社部函 [2004]256号）第六
条规定：“条例第十七条第四款规
定 ‘用人单位未在本条第一款规

定的时限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
的， 在此期间发生符合本条例规
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由该用
人单位负担’。这里用人单位承担
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的期间是指
从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职业病确
诊之日起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受
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止。”

依据上述规定， 法院认为，
职工发生事故伤害的， 所在单位
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30日
内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
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用人单位未
在前述时限内提交工伤认定申
请， 在此期间发生的工伤待遇等
有关费用由用人单位负担。

本案中， 王某负伤后， 公司
未在事故伤害发生后30日内向社
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
请。 因此， 王某自事故伤害发生
之日起到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
工伤认定申请之日止期间发生的
医药费、 住院伙食补助费应由用
人单位即公司承担。

经法院释法明理， 王某与公
司达成和解， 公司当庭支付了王
某主张的医药费、 住院伙食补助

费2万元， 王某自愿放弃其他诉
讼请求。

法官说法
工伤保险制度是为了保障因

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
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
偿、 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
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而制
定。 在用人单位已为职工缴纳工
伤保险、 职工所受伤害被认定为
工伤的前提下， 工伤保险基金具
有向工伤职工支付治疗工伤医疗
费用的法定义务。 同时， 为避免
用人单位隐瞒不报、 拖延申报而
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 《工伤保
险条例》 第十七条第一款、 第四
款作出了相关规定， 意在督促用
人单位在发生事故伤害后及时申
报工伤， 以保障劳动者权益， 维
护工伤保险制度良性运转。

透过本案， 法官提示， 用人
单位既有为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
费的义务， 亦有在法定期限内积
极申请工伤认定的义务， 怠于履
行法定义务的， 将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刘涛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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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有明确侵权人的， 由侵

权人担责， 物业承担补充责
任

2023年10月12日傍晚， 王某
在小区散步时， 被10岁男童许某
从8楼公共走廊窗户处抛下的窗
户把手砸到头顶， 住院35天。 经
公安民警上门调查核实， 许某称
其扔下楼的窗户把手来自于公共
走廊窗户的窗台上 。 王某伤愈
后， 将许某、 许某父母及物业公
司一并起诉到法院。 法院审理后
判 决 许 某 父 母 赔 偿 王 某 损 失
42600元 ， 物业公司承担30%的
补偿赔偿责任12780元。

【点评】
《民法典》 第一千二百五十

四条规定， 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
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侵权人依法
承担侵权责任； 物业公司未采取
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 应当依
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
权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 〈民法典〉 侵权责任编的解释
（一）》 第二十四条规定， 未采取
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从建筑
物中抛掷物品造成他人损害， 具
体侵权人、 物业公司作为共同被
告的， 法院应当在判决中明确，
物业公司在法院就具体侵权人的
财产依法强制执行后仍不能履行
的范围内， 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
补充责任。

本案中， 一方面， 许某因系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其侵权行
为所造成的损失应由其父母承担
赔偿责任。 另一方面， 物业公司
未及时排查小区公共区域窗户破
损的情况， 对放置于公共区域窗
台上的窗户把手未及时清理， 应
认定其在安全管理方面存在疏
漏， 应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补充
赔偿责任。

【案例2】
无法找到侵权人， 有过

错的物业承担赔偿责任， 相
关业主应予补偿

2024年10月21日， 孙某下午
下班回到居住小区后，在走到2号
楼3单元的楼下时，突然一个空酒
瓶从天而降， 不偏不倚砸在其头
部，致其受伤住院，孙某家人立即
报警。 公安机关接警后准备查看
该小区监控， 不料当天下午小区
监控系统处于关闭状态。 公安机
关虽经多次实地走访， 仍无法查
明是谁抛的酒瓶， 不过在走访中
发现小区未设置“禁止高空抛物”
等安全警示标志。孙某想知道，自
己的损失该找谁索要？

【点评】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四

条规定，高空抛物造成他人损害，
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
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
外， 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
给予补偿。 物业公司未采取必要

的安全保障措施的， 应当依法承
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
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
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解释（一）》第
二十五条规定， 物业公司未采取
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从建筑
物中抛掷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经
公安等机关调查， 在民事案件一
审法庭辩论终结前仍难以确定具
体侵权人的， 物业公司承担与其
过错相应的责任； 被侵权人其余
部分的损害， 由可能加害的建筑
物使用人给予适当补偿。

依据上述规定， 物业应向孙
某承担赔偿责任。 理由是小区的
监控系统在事发时处于关闭状
态， 而且小区内未设置 “禁止高
空抛物” 的警示标志， 物业公司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应当承担
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 。 此
外， 对于物业公司赔偿不足的部
分， 由2号楼3单元2楼以上的各
个业主给予适当补偿， 但能够证
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除外 。 因
此， 孙某在起诉时应当将物业公
司和相关业主一并作为被告。

【案例3】
高空抛物行为若情节严

重， 涉嫌构成高空抛物罪

2024年1月5日， 小陈站在店
门口等人时， 突然从天而降掉下
来一个物体， “啪” 的一声砸在
了他的面前， 仔细一看才发现满
地都是碎冰块。 小陈马上意识到
是有人高空抛物， 在立即报警的

同时， 用手机朝楼上录制视频。
没想到的是， 楼上的人竟然又往
楼下丢了两次冰块。 警方赶到后
通过拍摄的视频认定抛出冰块的
是21楼的秦女士。 经查， 秦女士
在清理冰箱时， 为图方便， 先后
3次将3块长20厘米、 厚3厘米的
冰块从21楼住处窗口扔下。 该案
诉至法院后， 法院以高空抛物罪
判处秦女士有期徒刑6个月， 缓
刑1年， 并处罚金5000元。

【点评】
实施高空抛物行为， 即使没

有造成他人损害， 但情节严重的
话， 则应承担刑事责任。 在这方
面， 《刑法》 第二百九十一条之
二规定： “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
空抛掷物品， 情节严重的， 处1
年以下有期徒刑 、 拘役或者管
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有
前款行为 ， 同时构成其他犯罪
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
罚。” 据此， 情节严重是构成高
空抛物罪的必备要件之一。 对于
是否属于情节严重， 一般应当根
据行为人的动机 、 抛掷物的情
况、 抛物场所、 次数、 造成的具
体后果等因素予以综合认定。

本案中， 秦女士明知自己家
楼下为人行道， 却无视行人生命
健康安全，先后3次从21楼家中抛
掷冰块。 从所抛冰块的体积与硬
度、抛物场所、抛掷次数来看，显
然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 秦女士
的行为已构成高空抛物罪， 法院
的判决是正确的。 潘家永 律师

基本案情
高某与某人力资源公

司签订 《劳动合同书 》 约
定， 其工作岗位为驾驶员，
工作地点在用工单位所属
经营场所 ， 其若严重违反
公司或者用工单位规章制
度， 不服从用工单位安排，
被用工单位退回的 ， 公司
可以解除合同。

合同签订后 ， 某人力
资源公司将高某派遣至一
家 汽 运 公 司 驾 驶 长 途 客
车 。 上岗前 ， 汽运公司组
织高某学习了相关制度 ，
其中包括 《驾驶人安全管
理制度》。 该制度规定： 驾
驶员疲劳驾驶发生事故或
一年内发生多次 （两次以
上 ） 疲劳驾驶行为的 ， 予
以清退。

之后 ， 高某因驾驶客
车过程中打瞌睡 ， 被汽运
公司处以停岗学习 ， 并由
其书面保证不再出现类似
问题 。 当高某第三次被发
现开车打瞌睡时 ， 汽运公
司以其严重违规违纪为由，
将其退回某人力资源公司。

某人力资源公司在履
行相关法定程序后 ， 以高
某严重违反公司和用工单
位的规章制度为由 ， 解除
了与高某的劳动合同 。 高
某认为 ， 某人力资源公司
和汽运公司应向其支付经
济补偿金 ， 并申请劳动争
议仲裁 。 因高某不服仲裁
裁决， 又诉至法院。

法院判决
法院审理认为 ， 某人

力资源公司系合法解除与
高某的劳动关系 ， 遂判决
驳回高某要求支付经济补
偿金的诉讼请求。

高某不服， 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 ， 《驾驶人
安全管理制度 》 有关规定
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及政
策规定 ， 汽运公司组织高
某对该制度进行了学习 ，
高某理应知晓并遵守 。 高
某多次疲劳驾驶不仅违反
该制度的规定 ， 亦违反机
动车驾驶员基本的劳动纪
律和职业要求 。 某人力资
源公司在高某被用工单位
退回后 ， 解除与高某的劳
动合同符合双方劳动合同
约定及法律规定 ， 遂判决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劳动合同法 》 第三

十九条规定 ， 劳动者严重
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
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 。 因此 ， 劳动者不仅应
当遵守用人单位依法制定
的规章制度 ， 还应当遵守
基本的劳动纪律和职业道
德要求 。 本案中 ， 高某多
次在驾驶客车过程中打瞌
睡 ， 法院判决认定用人单
位解除劳动关系合法 ， 不
仅支持了用人单位合理行
使用工管理权 ， 而且有利
于维护社会公共安全 ， 彰
显了司法弘扬爱岗敬业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鲜明
导向。

刘涛 律师

司机开车屡打瞌睡
公司可否将其解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