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读者范小强 （化名）
咨询说， 他的邻居姜先生于2024
年年底满60周岁。 办理完退休手
续后， 闲不住的姜先生又在今年
2月初找到一份在物业公司当保
安的工作。 面试时， 姜先生因担
心被拒绝录用便谎称自己的年龄
为56岁， 而负责招录的物业公司
人事主管未加仔细审查即同意其
入职。 进入工作岗位后， 因为保
安值班实行昼夜轮换制度， 而且
经常要站在室外疏导、 规范车辆
进出小区秩序， 姜先生上班刚满
一个月时就因太过疲劳晕倒在岗
位， 经送医抢救无效不幸离世。
此后， 姜先生的亲属找到物业公
司要求给付工伤赔偿， 物业公司
表示姜先生系隐瞒年龄入职， 按
照法律规定已经退休的人员不能
享受工亡补助， 其只能出于人道
主义给予部分补偿。

面对这种情况， 读者范小强
及姜先生的家人想知道： 姜先生
在工作过程中去世能否认定为工
伤？如果不能认定工伤，其家人还
能通过何种救济途径获得赔偿？

法律解析
根据上述案情， 应对当事人

姜先生亲属所关注的问题作如下
分析：

首先， 需要明确的是姜先生

的死亡不属于工伤。
通常情况下， 工伤认定应以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
为前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 （一）》 第三十二条第
一款规定： “用人单位与其招用
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
者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
议而提起诉讼的， 人民法院应当
按劳务关系处理。” 本案中， 由
于姜先生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
龄， 实际上其亦办理退休手续且
享受养老保险待遇， 所以， 他与
物业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
系， 不能申请工伤认定。 这就是
说， 本案应当按照劳务关系进行
处理。

其次， 工伤赔偿不等同于劳
务关系受害赔偿。

在劳动关系前提下 ， 按照
《劳动法》 第七十二条 “社会保
险基金按照保险类型确定资金来
源， 逐步实行社会统筹。 用人单
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
险， 缴纳社会保险费” 的规定，
用人单位必须为职工参加工伤保
险并缴纳费用。 工伤保险赔偿的
法律依据是 《工伤保险条例 》，
工伤认定采取无过错归责原则。

而劳务关系是指提供劳务一
方在一定或不特定的期间内， 接

受雇主的指挥与安排， 为其提供
特定或不特定的劳务， 雇佣人接
受受雇人提供的劳务并按约定给
付报酬的权利义务关系。 劳务关
系的主体类型较多， 表现形式与
内容也多种多样。 这种关系中，
雇佣单位或个人无需为劳动者缴
纳工伤保险。 劳动者受到伤害时
应当依据 《民法典》 等法律规定
进行索赔。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九十
二条第一款规定： “个人之间形
成劳务关系， 提供劳务一方因劳
务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接受劳务
一方承担侵权责任。 接受劳务一
方承担侵权责任后， 可以向有故
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提供劳务一方
追偿。 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
损害的， 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
担相应的责任。” 据此， 劳务关
系中的劳动者在从事雇佣活动中
受伤或死亡， 雇佣单位需承担无
过错赔偿责任， 但致损的原因必
须是雇佣工作直接导致的。 如果
因劳动者自身身体原因突发疾病
或结束雇佣活动后受到伤害， 则
只有在接受劳务方存在过错情形
下才能向其索赔， 赔偿多少需要
按照过错大小确定， 赔偿金由雇
佣单位予以支付。

第三， 物业公司应当对姜先
生 的 死 亡 后 果 承 担 次 要 赔 偿

责任。
一方面， 《民法典》 第七条

规定 ：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
动， 应当遵循诚信原则， 秉持诚
实， 恪守承诺。” 本案中， 应聘
者姜先生隐瞒真实年龄， 对死亡
损害的结果存在明显过错， 故其
自身应负主要责任。

另一方面， 物业公司未对姜
先生的年龄等信息进行真实性审
核， 属于在录用和管理中应尽而
未尽义务。《保安服务管理条例》
第十七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不得担任保安员：（一）曾被收
容教育、强制隔离戒毒、劳动教养
或者3次以上行政拘留的；（二）曾
因故意犯罪被刑事处罚的……”
据此，物业公司在招聘保安员时，
应当要求应聘者到户籍所在地的
公安派出所开具 “无犯罪证明”，
该证明中登记有姓名、 身份证号
等相关信息。也就是说，如果物业
公司要求姜先生入职时提供 “无
犯罪证明”， 就能了解到其真实
身份信息。 但是， 物业公司作为
招录单位， 没有严格履行规范性
法律文件规定义务进行身份审
核。 故此， 应当认定物业公司对
姜先生死亡所形成的医疗费、 丧
葬费、 死亡赔偿金等损失承担次
要赔偿责任。

张兆利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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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我 与 丈 夫 杜 先 生 于

2018年领取结婚证 。 由于
婚前双方了解不深 ， 婚后
才发现杜先生沾染赌博恶
习 。 为了让杜先生戒赌 ，
我好话说了千遍 ， 磨破了
嘴 、 跑断了腿 ， 常常是他
前脚离家去赌 ， 我后脚跟
着就去把他拽回家 ， 为这
事还经常吵架 。 为此 ， 杜
先生还被公安机关给予过3
次警告和1次行政拘留， 可
是 ， 仍然不见效果 。 由于
寒心至极 ， 我就搬到娘家
居住了两年多。 在此期间，
我依然通过多种渠道劝说
他戒赌 ， 可他依然我行我
素 ， 最终结果是将家中的
财产输了个精光。

请问 ： 如果我以杜先
生赌博为由起诉离婚 ， 法
院是否会判决离婚？

读者： 刘兰欣 （化名）

刘兰欣读者：
《民法典 》第一千零七

十九条第二款规定： “人民
法院审理离婚案件 ， 应当
进行调解 ； 如果感情确已
破裂 ， 调解无效的 ， 应当
准予离婚。” 据此， “夫妻
感情确已破裂 ” 是法院判
决准予离婚的法定条件和
客观依据 ， 对离婚当事人
进行调解只是程序性要求。
夫妻感情是婚姻关系的基
础 ， 离婚争议的产生归根
到底是夫妻感情的变化 。
如果夫妻感情确已破裂 ，
经调解无效 ， 说明婚姻已
经 “名存实亡”， 就应当依
法解除。

至于如何认定 “夫妻
感情确已破裂”， 一般应当
从婚姻基础 、 婚后感情 、
诉请离婚原因等方面综合
判断 。 同时 ， 法律规定了
视为 “夫妻感情确已破裂”
的若干情形， 即 《民法典》
第一千零七十九条第三款
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
调解无效的 ， 应当准予离
婚 ： （一 ） 重婚或者与他
人同居 ； （二 ） 实施家庭
暴力或者虐待 、 遗弃家庭
成员 ； （三 ） 有赌博 、 吸
毒等恶习屡教不改； （四）
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 ；
（五） 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
裂的情形。” 这就是说， 一
方具有上述情形之一 ， 另
一方诉讼离婚 ， 经调解无
效的 ， 推定为 “夫妻感情
确已破裂”， 法院应当判决
准予离婚。

本案中 ， 一方面 ， 杜
先生嗜赌成性 ， 你们为此
经常吵架 ， 杜先生还多次
受过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
足以认定其屡教不改 。 另
一方面 ， 杜先生赌博输掉
了家庭财产 ， 显然使夫妻
之间在物质生活和感情生
活上出现了严重障碍 ， 夫
妻共同生活所必须具备的
条件已经丧失 ， 严重伤害
了你们的夫妻感情。 因此，
在你起诉离婚后 ， 如果经
法院调解无效 ， 法院应依
法判决准予离婚。

潘家永 律师

丈夫嗜赌成性
妻子能否起诉离婚？

退休后未如实告知年龄再次入职，
劳动者工作期间出意外由谁担责？

丁某在交通事故中伤及牙
体， 其修复牙齿支出2.5万余元。
因肇事人及保险公司以其在私立
口腔诊所进行治疗、 费用明显过
高为由拒绝赔偿该项费用， 他向
法院提起诉讼。 经审理， 法院认
定 其 因 遭 遇 交 通 事 故 受 伤 后
到 专 业正规口腔诊所进行牙齿
治疗并无不当， 遂判决支持其诉
讼请求。

案情回顾
丁某诉称， 其骑行电动自行

车与吴某驾驶的小型客车发生交
通事故， 造成其身体受伤、 车辆
受损。 交管部门认定吴某负此次
事故全部责任， 丁某无责任。 经
医生诊断， 丁某左股骨干开放性
骨折、 牙体缺失等。 住院治疗期
间， 其到口腔诊所进行牙齿修复
治疗。 因此， 请求判令吴某及其
投保的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 误
工费 、 鉴定费等合计 222587.84
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吴某辩称， 其对事故事实和
责任认定无异议。 由于其车辆在
保险公司处投保交强险及商业三
者险100万元， 事故发生在保险
期间内， 故应由保险公司赔偿丁
某损失。

保险公司辩称， 同意赔偿丁
某合理合法损失， 但认为丁某医
疗费中的25869.28元系在私立口
腔诊所治疗， 费用明显过高， 且
不认可与本案的关联性， 不同意
赔偿。 因诉讼费、 鉴定费不属于
保险范围， 亦不同意赔偿。

法院判决
经查， 丁某就诊时被告知需

先进行牙齿修复正畸才能进行牙

齿修复， 治疗周期长且费用高。
因 担 心 涉 及 牙 齿 整 形 正 畸 与
交 通 事故关联性产生争议 ， 其
选择在医院附近的口腔诊所进行
治疗。

法院认为， 同时投保交强险
和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
事故造成损害， 若当事人同时起
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 应当先由
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
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不足部分，
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
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 仍有不足
的， 依照 《道路交通安全法》 和
《民法典》 侵权责任编的相关规
定， 由侵权人予以赔偿。

本案中， 案涉交通事故经公
安交通管理部门认定吴某负全部
责任、 丁某无责任， 吴某驾驶车
辆在保险公司分别投保了交强险
及商业三者险， 事故发生在保险
期间内， 故保险公司应在其承保
的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先行承
担赔偿责任。 对丁某超出交强险
限额的合理损失， 应由吴某承担
赔偿责任。 对吴某应承担的赔偿
责任， 保险公司应当根据其承保
的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予以赔
偿， 赔偿后仍有不足的， 由吴某
实际承担。

对于在口腔诊所产生费用，
法院认为， 丁某因遭遇交通事故
进行牙齿修复， 由此产生的种植
牙 费 用 为 治 疗 及 康 复 支 出 的
合 理 费用 ， 其选择专业正规的
口腔诊所进行治疗并无不当， 所
发生的种植牙费用有实际支付凭
证及医疗机构出具的凭据为证
明， 故保险公司、 吴某应当予以
实际赔付。

最终， 综合在案证据， 法院

判决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
任强制保险范围内赔偿丁某医疗
费、 误工费等共计83657元 ； 在
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范围
内赔偿丁某医疗费、 营养费共计
132863.84元 ； 吴某赔偿丁某鉴
定费2100元； 驳回丁某的其他诉
讼请求。

判决作出后， 双方当事人均
未提起上诉， 该判决已经生效。

法律分析
《民法典》第1179条规定：“侵

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 应当赔
偿医疗费、 护理费、 交通费、 营
养费、 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
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 以及因
误工减少的收入。”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6
条规定： “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
出具的医药费、 住院费等收款凭
证， 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
证据确定。 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
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 应当
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依据上述规定， 在人身损害
案件中， 侵权人对被侵权人应当
承担的赔偿责任及范围系以治疗
和康复为目的而支出的费用且该
费用必须为合理支出， 该赔偿范
围的确定即说明民事损害赔偿系
以弥补被侵权人的损害结果为目
的， 其适用的赔偿以全部赔偿为
原则， 也就是通常意义上所谓的
填平原则。

同理， 在道路交通事故纠纷
案件中， 审查被侵权人主张的各
项费用是否合理而应当得到支持
即可根据民事损害赔偿中的填平
原则来判断。 适用该原则必须具

备两个条件： 一是损失的数额在
填平之前是确定的； 二是通过填
补至填平， 使权利人在经济上的
损失消失。

本案中， 丁某因交通事故造
成的损害之一为牙齿缺失， 其选
择专业规范的医疗机构进行修复
的行为系治疗和康复行为， 由此
产生的费用即为治疗和康复支出
的费用。 牙齿作为人体的特殊组
成部分， 其一旦缺失， 修复是唯
一的治疗和康复途径， 而尽可能
恢复原状则是救济的最佳方式。
合理治疗并非意味着必须选择
“最低标准治疗”。 丁某根据自身
情况通过问询不同医院的多种治
疗方案， 通过对比选择于己最为
优化的方案进行修复治疗， 并不
存在过度医疗的问题。

因此， 其支出的医疗费用属
必要且在合理范畴之内， 符合填
平原则的基本原则， 不能仅凭公
立医院或者私立口腔诊所诊疗机
构性质的问题而判断其费用额度
支付的合理性。 侵权责任的赔偿
义务人若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
性有异议的， 其应当就此承担举
证责任。 若举证不能， 则只能承
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

本案中， 丁某通过提举口腔
诊所的治疗方案、 支付凭证及医
疗 费 发 票 已 经 能 证 明 其 医 疗
费 用 支出与本案的关联性及合
理性， 具体金额亦由实际支付凭
证予以确定， 赔偿义务人只有据
实赔付， 才能做到权利人损失多
少就赔偿多少， 这才是所谓的填
补填平受害人实际经济上的损
失， 真正实现弥补权利人损害的
立法目的。

刘涛 律师

交通事故赔偿是否包括私立医院的就诊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