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 年 过 后 ， 企 业 陆 续 开 工 生
产，大批外来务工人员来到宁波打
工，这其中有不少是刚进入职场的
新人。

近年来，随着劳动法律的不断
普及，劳动者维护劳动权益的意识
越来越强，一些人不惜通过司法程
序 解 决 与 用 工 单 位 之 间 的 矛 盾 。
在 许 多 劳 动 争 议 案 中 ， 如 何 理 解
相 关 法 律 ， 成 为 双 方 争 议 的 焦
点 。 由 于 现 行 法 律 非 常 强 调 对 劳
动 者 权 益 的 保 护 ， 这 也 让 少 数 外
来 务 工 人 员 对 相 关 法 律 产 生 片 面
理解，导致在维权过程中产生一定
的盲目性。

“零工族”
不知道自己为谁工作

去年 10 月，我市一家法院受理
了一起劳动争议案，这起案件标的
额不大，但足以成为“零工族”们
的警示。

本案当事人张某原籍江西，今
年 46 岁，一年多前随老乡一起来宁
波 。 由 于 家 庭 和 自 身 性 格 的 原 因 ，
张某一直在建筑工地打零工。去年
初夏，他经一个老乡介绍到原江东
区的一个建筑工地担任拌料工。

但 上 班 第 5 天 ， 就 发 生 了 事

故。工作时，张某因操作不当，致
使左手中指骨折。事故发生后，包
工头为他垫付了 500 元医疗费，同
时明确说明，这笔钱不是赔偿，而
是暂借给他作为医疗费用。经过治
疗，张某中指的部分功能丧失。

争议因此产生：张某认为自己
与建筑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因此要
求赔偿 2 万元，但对方坚决否认双
方之间有任何法律关系，并以此为
由予以拒绝。之后，张某找到法律
援助中心要求提供法律帮助。

本来，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即
使没有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只要
当事人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事实上
的劳动关系，劳动者的相关权益也
能受到保护。但法律援助中心的张
律师在接待张某时发现，张某连这
种 事 实 上 的 劳 动 关 系 也 无 法 证 明 。
张某在建筑工地干活，除了介绍他
到 工 地 干 活 的 老 乡 ， 不 认 识 其 他
人 ， 甚 至 不 知 道 建 筑 公 司 的 名 称 ，
无法说清自己到工地打工时究竟履
行了什么手续。事故发生时，他那
个分包拌料的老乡并不在现场，无
法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而建筑公
司不承认其是正式工人，工地负责
人也否认张某属他管理。

显然，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张某
与企业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但张某
受伤毕竟是一种客观事实，而且作

为一名打工者，受伤会影响到他的
基本生活，为此，法律援助中心还
是对此案进行了调解。最后，建筑
公司从人道角度出发，向张某提供
了 2000 元的经济补偿，案件才正式
了结。

[说法]
现在，像张某这样的“零工

族”并不鲜见，他们往往由熟人介
绍，为某项工作提供劳务，具体工
作大多具有临时和短期的特点。他
们并不直接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
同，其工作报酬由介绍人或者某项
工作的承包人支付。但一些人缺乏
基本的法律意识，连自己在为谁打
工都不知道，当这些“零工族”面
临劳动争议时，会产生因为证据不
足导致维权困难的情况。

为此，张律师向“零工族”们
提出了以下建议：首先，在打零工
之前一定要清楚自己是去干什么
的、能干些什么，最重要的是搞清
楚雇主是谁。其次，即使是临时性
的帮工，时间很短，至少要确定一
个能为自己作证的人。第三，要学
会第一时间固定证据，比如一旦发
生事故，可以立即向 110 或者 120
求救，他们的书面记录可以作为解
决争议的有效证据。张律师最后强
调，即使打零工，也最好通过政府
相关部门发布的用工信息等可靠渠
道寻找工作，老乡介绍、熟人推荐
在很多时候实际上并不可靠。

忽视企业规章
盲目维权遇阻

2015 年 8 月，臧某应聘到北仑
某特种纺织品公司担任操作工。当
时 ， 双 方 签 订 了 一 年 期 的 劳 动 合

同，约定了工资等相关事项。去年
6 月的一天上午，因工作安排上的
事宜，臧某与班长发生争吵。下午
快 下 班 时 ， 争 执 再 次 发 生 且 升 级 ，
情急之下，臧某甚至拿起桌上的剪
刀作出了危险动作。

双 方 的 争 吵 最 后 虽 然 被 阻 止 ，
但 已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影 响 到 企 业 生
产。两天后，公司解除了与臧某所
签订的劳动合同，其依据是公司制
订的 《员工奖惩条例》 中的一项规
定：劳动者无正当理由不服从正常
的工作分配和调动、指挥，或对管
理人员侮辱、谩骂或威胁，视为严
重 违 反 规 章 制 度 ， 经 总 裁 批 准 后 ，
公 司 可 解 除 与 劳 动 者 的 劳 动 合 同 ，
不给予经济补偿。

对此处理结果，臧某表示强烈
不 满 。 他 认 为 ， 根 据 相 关 劳 动 法
规，公司主动提出解除与其的劳动
合同，应进行经济补偿。为此，去
年 7 月底，他向当地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申请仲裁，但被仲裁机构驳
回。臧某不服裁决，又向当地法院
提 起 劳 动 争 议 诉 讼 。 法 院 经 过 审
理，于去年底作出判决，驳回了原
告臧某的诉讼请求。

[说法]
我们先来看本案原告臧某提起

诉讼的理由。在臧某看来，企业解
除与他的劳动合同违反了法律规
定，必须进行补偿。确实，根据相
关法律，用人单位无正当理由不能
随意解除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合
同，如要解除，必须根据工龄作出
相应的经济补偿。如果劳动者主动
要求结束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只
要提前打招呼，可随时走人。这一
基本原则，体现了法律对劳动者权
益的保护和尊重。

但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也不
是无条件的。法律在对用人单位进
行限制的同时，也给予了其一定的
自主权，比如，在解除劳动合同上
就有一项重要的规定：用人单位通
过民主程序所制定的企业规章制
度，只要不违反劳动法等国家法律
法规及政策规定，且已向劳动者公
示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
争议案件的法律依据。

在臧某为原告的这起劳动争议
案中，被告某特种纺织品公司根据
企业的特点，曾制订规章制度，并
按照民主程序提交给职工代表大会
表决通过。此外，该公司所有员工
在参加入职培训时，都被要求学习
和了解这些规章，并签署了相应的
书面声明。法院对此案审理后认
为，原告臧某与其主管班长发生争
执，有辱骂对方并手持剪刀的举
动，具有一定的人身危险性，可视
为严重违反了被告公司的规章制
度。因此，公司据此解除其与原告
的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原告
臧某的诉请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劳动者维权：

切勿模糊法律概念
记者 董小军 通讯员 谭忠星

很多劳动争议的产生，与
劳动者未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
合同或劳动合同不规范有直接
关系，并因此导致了劳动者权
益的受损。市法律援助中心的
律师根据多年来办理劳动纠纷
案的经验，为外来务工人员和
广大劳动者提供以下 10 个与签
订劳动合同有关的建议。

1、签订劳动合同时，劳动
者必须弄清用人单位的基本情
况，了解对方是否为合法企
业，其法人代表姓名、单位地
址、电话等，同时要求将这些
内容明确写入劳动合同。

2、劳动者要弄清自己的具
体工作是什么，在合同中明确
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工作时
间、工作条件，如果是一些环
境特殊的岗位，要在合同中明
确说明可能产生的损害劳动者
身体的情况。

3、通过书面形式明确劳动
报酬，避免口头约定。如标准
工资是多少、是否有奖金、奖
金根据什么标准发放等等，这
些内容和数据一定要在合同中
体现，不要轻信老板和招工人
员的口头承诺。

4、要特别注意用工试用期
问题。根据法律规定，试用期
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在试用
期，用人单位不得无理由解除
与劳动者的劳动关系。

5、明确劳动报酬的支付方
式与支付时间，是现金支付还
是通过银行支付到个人账户。
一些用人单位往往采取暂扣若
干工资的方式以避免劳动者辞
职，这种行为不具有法定效
力。当劳动合同终止后，用人
单位如拒绝提供被扣发的劳动
报酬，劳动者可以通过劳动仲
裁解决争议。

6、明确约定社会保险内

容。有些劳动者会通过放弃社
保以获得更多的现金，劳动者
对社保要有长远考虑，因为它
涉及劳动者养老等非常实际的
问题。譬如一旦发生工伤意外
等，最快速的解决方式是先通
过劳动者购买的社会保险，通
过工伤保险补助的绿色通道救
死扶伤。因而，有了社保才能
获得保障。

7、一定要避免签订空白合
同。所谓空白合同，是指极少
数企业为应付政府部门的检
查，让劳动者在空白合同上签
名、按手印，一些合同甚至没
有加盖用人单位的公章，这
样，一旦发生劳动争议，劳动
者 很 难 以 这 类 合 同为依据维
权。

8、有些劳动合同中可能含
有不合法的内容，如规定女职
工不得结婚生育、工伤需自理
等等，对此，劳动者可以拒签。

9、劳动合同盖章后，劳动
者本人和用人单位各保管一
份。劳动合同是发生劳动争议
时，劳资双方可出具的最直
接、最有效的法律凭证。在一
些劳动争议中，因劳动者手头
没有劳动合同，而用人单位又
拒绝提供，会增加维权的难
度。有的用人单位在与劳动者
签订劳动合同后，故意不把合
同交给劳动者，当发生争议
时，用人单位可能因此拒绝承
认劳动者的平等地位。

10、 保 洁 、 物 业 管 理 、
商业销售等行业，往往以大
单位的名义招聘，因此，必
须 看 清 楚 是 否 属 劳 务 派 遣 。
在现实生活中，曾出现劳动
者虽然为大公司干活，但实
际上只与劳务公司存在劳动
关系的情况，不利于劳动者
的权益维护。

怎样签订劳动合同

【案例】
郭女士在我市一家电器公司

工作，该企业制订的劳动规章对
职工全勤奖作了如下规定：每月
足额上班，无旷工、迟到、早退
的，给予每月 300 元的奖金。凡
存在无故旷工和迟到、早退情形
的，一律全额取消，并视情况给
予 处 罚 。 但 究 竟 怎 样 的 情 况 为

“ 无 故 ”， 规 章 并 未 做 出 具 体 规
定。去年 11 月 4 日，郭女士因突
发阑尾炎动手术，不得不向公司
请假一周，其当月的全勤奖被全
部 扣 除 。 对 此 ， 徐 女 士 提 出 异
议 ， 认 为 自 己 并 非 “ 无 故 ” 缺
勤 ， 而 是 因 病 请 假 ， 公 司 则 认
为，虽然是因病请假，事实上徐
女 士 确 实 未 能 全 勤 ， 所 谓 “ 全
勤”，顾名思义是“工作日一天
不拉”地上班。

【说法】
有不少企业通过设立全勤

奖，来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以减少员工请假、迟到现象，降
低整体运营成本。我国现行劳动
法律、法规并没有对如何发放全
勤奖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全
勤奖应否发放、如何发放，完全
取决于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规定
或劳动合同的约定。如果规章制
度明确表明适用于所有员工，而
且适用条件明确，它便属于劳动
报酬的一部分，用人单位就不能
随意扣发。

在本案中，公司在规章中仅
规定有无故旷工、迟到、早退情
形的，一律全额取消全勤奖，并
未明确什么是“无故”，这就意
味着对“无故”只能作通常解
释。在一般意义上，所谓无故是
指某种情况的出现，没有合法或
合理的理由，但郭女士是因病请
假，显然有非常充足的理由，明
显不在“无故”范围，因此，就
此案而言，企业扣除其全勤奖，
显得依据不足。

（梅生）

因病请假，
“全勤奖”并非一律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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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8 日，宁波市人力资源市场举办的
综合性招聘会上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求
职人员，咨询台前人头攒动，求职者希望
能尽快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

（周建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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