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本案情
老吴22岁时进入一家煤矿公

司工作， 岗位为采掘工。 在职期
间， 老吴一直从事井下作业， 58
岁时才回到地面从事一些辅助性
工作。 2022年9月， 老吴达到退
休年龄时， 煤矿公司为他安排了
例行的退休前体检， 体检结果是
患有支气管炎、 肺气肿和慢性心
脏病， 没有显示存在疑似职业病
的情况。 退休后， 老吴因哮喘、
气粗等病症一直在家静养。

2024年11月， 老吴因肺部疼
痛前去医院检查 ， 被查出尘肺
病。 经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诊
断， 其病情为煤工尘肺一期。 经
咨询， 煤工尘肺属于职业病， 可
以享受工伤待遇。 于是， 老吴来
到煤矿公司要求为其申请工伤认
定， 但遭到拒绝。

煤矿公司拒绝老吴的理由有
两项： 一是老吴退休时体检并没
有查出职业病； 二是老吴作为退
休人员已脱离煤矿， 与煤矿之间
不再存在劳动关系 ， 不再属于
《工伤保险条例》 所规定意义上
的职工， 不具备申请工伤认定的
法律主体资格。

老吴想知道： 该煤矿的说法
符合法律规定吗？ 他该怎么办？

法律分析
根据老吴讲述的案情， 可以

确认煤矿公司的做法是错误的。
首先， 尘肺病属于职业病，

而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四
条第四项规定 ， 职工患职业病
的， 应当认定为工伤。 其次， 尽
管退休人员与原用人单位之间劳

动关系已经终止， 不再是 《工伤
保险条例 》 所规定意义上的职
工， 但当事人退休后所查出的职
业病毕竟是在原工作单位形成
的 ， 符合工伤认定的条件 。 再
次， 职业病与一般的工伤有很大
的不同。 职业病的生成存在一个
潜伏期， 而尘肺病潜伏期更长，
具有明显的隐匿性和迟发性特
点， 是一个没有医疗终结的致残
性职业病。

现实中， 出现过曾经从事过
接触粉尘、 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
毒、 有害物质生产工作的职工在
退休体检时并未被检查出有职业
病， 而其退休一段时期后才被确
诊患有职业病。 这类退休人员如
果不能得到工伤认定， 就无法享
受相关工伤待遇。

对于这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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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社部发 〔2013〕 34号） 第八条第
一款规定： “曾经从事接触职业
病危害作业、 当时没有发现罹患
职业病、 离开工作岗位后被诊断
或鉴定为职业病的符合下列条件
的人员， 可以自诊断、 鉴定为职
业病之日起1年内申请工伤认定，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受理 ：
（一） 办理退休手续后， 未再从
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退休人
员； （二） 劳动或聘用合同期满
后或者本人提出而解除劳动或聘
用合同后， 未再从事接触职业病
危害作业的人员。”

本案中， 虽然老吴在离职时
未被查出有职业病， 但在2年后
被诊断为煤工尘肺一期， 这显然
与他长期从事采矿作业具有因果

关系。 因此， 老吴的情况应当属
于工伤， 煤矿公司应当承担工伤
赔偿责任。

鉴于煤矿公司拒绝为老吴申
请工伤认定， 老吴可以在法定时
限内自行申请工伤认定， 即自诊
断、 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
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
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
请，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受理
老吴的申请。

《工伤保险条例》 第19条规
定：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
伤认定申请后， 根据审核需要可
以对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
对依法取得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
职业病鉴定书的， 社会保险行政
部门不再进行调查核实。” 据此，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在受理老
吴申请后的15日内作出工伤认定
的决定。

老吴在被认定为工伤后， 有
权享受除伤残津贴、 一次性伤残
就业补助金、 一次性医疗补助金
以外的工伤保险待遇 ， 具体包
括： 治疗职业病的医疗费用和康
复费用、 住院伙食补助费、 到统
筹地区以外就医的交通食宿费、
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的生
活护理费 、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等。 其中，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按
就高原则以本人退休前12个月平
均月缴费工资或者确诊职业病前
12个月的月平均养老金为基数计
发。 以上工伤保险待遇费用， 由
国家工伤保险基金予以支付。 当
然， 如果该煤矿公司在老吴从业
期间未依法为其缴纳工伤保险
费， 则由该煤矿公司自行承担上
述各项费用。 潘家永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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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 不少人有这样的疑
问： 夫妻一方未经对方许可甚至
在对方根本不知道的情况下处理
家事的行为， 对于另一方有约束
力吗？ 如果有， 法理何在？ 如果
没有， 是什么原因？ 以下案例对
相关疑问作出了法律剖析。

【案例1】
一方因日常家事而为

之， 未经另一方同意也有效

因为孩子突患重症， 而家中
又没有多少积蓄， 加之丈夫肖先
生不在家， 赖女士只好向邻居陈
某借款1万元给孩子治病。 事后，
肖先生以赖女士借款没有事先向
其告知， 更谈不上经过其同意为
由， 拒绝向陈某承担清偿责任。
肖先生这样做对吗？

【点评】
对于赖女士向邻居陈某的借

款， 肖先生应当承担清偿责任。
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是指夫

妻一方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与
第三方为一定民事法律行为时，
具有互为代理的权利， 一方可以
直接以自己名义、 另一方名义或
者双方名义为之， 且视为是双方
的共同意思， 对双方产生的法律
约束力。

为此， 《民法典》 第一千零
六十条第一款规定： “夫妻一方

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实施的民
事法律行为， 对夫妻双方发生效
力， 但是夫妻一方与相对人另有
约定的除外。” 该规定表明， 设
立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的目的在
于使夫妻双方在日常家庭事务的
处理中无须事必躬亲， 突破夫妻
各自在时间 、 精力上等的局限
性， 满足家庭日常生活的需要。

结合本案， 在肖先生没有与
陈某约定赖女士不能代表他的情
况下， 依据上述法律规定， 肖先
生应当对赖女士基于为孩子治病
发生的借款承担清偿责任。

【案例2】
一方超越日常家事范

围， 另一方可拒绝承担责任

刘先生家居农村， 平日里靠
农业种植为生收入微薄， 没有大
额资产， 家庭生活根本不需要豪
车。但是，为了在不知情的友人面
前显摆， 他仍然向林某借钱购买
一辆轿车， 并由此欠下林某30万
元。后来，刘先生不能如期还债，
林某遂要求刘先生的妻子康女士
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康女士想知
道： 其事后才知刘先生的借款购
车行为，能否拒绝林某的要求？

【点评】
康女士可以拒绝林某的要

求， 即其无需为刘先生承担还款

责任。
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的行使

范围仅限于 “因家庭日常生活需
要”， 通常包括 “日常家事” 或
者 “日常家庭事务”。 日常家事
是指为满足正常夫妻共同生活和
家庭生活所必需、 非人身属性的
事务， 如购买食物、 衣服等生活
用品， 正常娱乐、 保健、 医疗、
子女教育费用等。 家庭日常生活
需要主要针对居住、 家庭设备及
维修服务、 交通通信等。

需要强调的是家庭日常生活
需要的支出， 是维系一个家庭正
常生活所必需的开支， 必须立足
于 “必要”。 本案中， 刘先生为
了所谓的显摆 ， 不顾自己的身
份、 资产、 收入以及家庭需要，
私自购买豪车， 明显不属于 “因
家庭日常生活需要”， 在其未与
康女士事先协商并征得其同意借
款购车的情况下， 林某无权要求
康女士承担清偿欠款的责任。

【案例3】
对日常家事的内部约

定， 不得对抗善意的相对人

看到郭女士要出售一辆电动
车， 此前也听郭女士的丈夫谢先
生说过此事的张某便与郭女士进
行协商， 在谈妥价格并支付相应
价款后张某购得了该车。可是，谢
先生在此后以其与郭女士曾经约

定必须两人同时在场才可出售该
车而当时其并不在场为由， 要求
收回电动车。对于谢先生的要求，
张某明确予以拒绝， 谢先生亦无
可奈何，其中蕴含哪些法理？

【点评】
谢先生的确无权收回张某购

买的车辆。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条

第二款规定： “夫妻之间对一方
可以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范围的
限制 ， 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
其中的善意相对人， 指在民事法
律关系中， 自身没有过错且不可
归责于己的行为， 取得一定的财
产或利益的人。 其构成要件主要
包括善意、 支付合理对价。

所谓善意是指相对人不知晓
对方存在权利瑕疵或无权处分的
情况， 且这种不知情并非出于重
大过失。 所谓支付合理对价是指
相对人已经支付合理的价款， 即
相对人并非无偿取得相关权利或
财产， 而是付出与市场价格相当
或合理的代价。

本案中， 张某从郭女士手中
购买电动车前， 曾听谢先生说过
想出售该车， 此后其也向郭女士
支付了合理的价格， 在其并不知
道谢先生与郭女士有过必须两人
同时在场才可出售的约定的情况
下， 谢先生自然不能拿自己不在
场说事。 颜梅生 法官

编辑同志：
我公司招用的一些职

工， 因为不愿扣缴社保费用
就不与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
同， 这样一拖就是好几个月
时间。 由于公司急需用人，
我们也就没强求签约 。 眼
下， 当地劳动行政部门正在
开展劳动法执法大检查， 不
能不签书面劳动合同了。 可
是， 他们仍然坚持己见。 在
这种情况下， 公司准备让他
们走人。

请问： 公司因劳动者不
同意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而与
其终止劳动关系， 是否要向
其支付经济补偿金？

读者： 曹文兴 （化名）

曹文兴读者：
《劳动合同法》 第十条

规定： “建立劳动关系， 应
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已建
立劳动关系， 未同时订立书
面劳动合同的， 应当自用工
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
动合同。” 据此， 自用工之
日起超过一个月， 用人单位
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
同即构成违法， 应当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对于劳动者不愿与用人
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这种
情况， 用人单位在终止劳动
关系时是否要支付经济补偿
金， 取决于终止劳动关系是
否在一个月内进行的 。 对
此 ，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
例》 第五条规定： “自用工
之日起一个月内， 经用人单
位书面通知后， 劳动者不与
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的， 用人单位应当书面通知
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 无需
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但
是应当依法向劳动者支付其
实际工作时间的劳动报酬。”
第六条第一款规定： “用人
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
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
书面劳动合同的， 应当依照
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
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
工资， 并与劳动者补订书面
劳动合同； 劳动者不与用人
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位应当书面通知劳动
者终止劳动关系， 并依照劳
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
支付经济补偿。”

本案中， 你公司在一些
职工不同意订立书面劳动合
同时， 并未 “自用工之日起
一个月内” 书面通知劳动者
终止劳动关系， 而是一拖数
月， 这属于违法用工。 在这
种情况下， 你公司不仅要纠
正自己的违法用工行为， 即
应当书面通知相关职工终止
劳动关系， 而且必须依法向
他们支付经济补偿。

另外， 在劳动者不愿订
立书面劳动合同时， 若用人
单位采取放任的态度， 也存
在一定的风险。 具体而言，
当劳动者根据 《劳动合同
法》 第八十二条 “用人单位
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
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
劳动合同的， 应当向劳动者
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之规
定主张权利时， 若用人单位
不能举证证明是劳动者拒绝
订立书面合同的， 那就要承
担支付二倍工资的责任。

潘家永 律师

夫妻一方的单方行为，能否让对方承担责任？

职工拒签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应该咋办？

邰怡明 绘图

退休2年被查出职业病，
仍应当认定为工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