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我们与其他公司签订了劳务分包合同，

将施工工程机械的机械手操作人员的劳务承

包出去，但最终法院还是认定机械手操作人

员跟我们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乌鲁木齐市某建设有限公司负责人说。

日前，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该

公司与梁某存在劳动关系，支付未签订书面

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65100元。

业务外包、层层转包、车间转包……部

分企业通过这些方式，试图淡化、模糊劳动

关系，达到“甩锅”目的。业内人士指出，这

些“套路”实际是规避用工主体责任，玩这些

障眼法，逾越了法律底线，侵犯了劳动者合

法权益。

项目分包“分不走”劳动关系

2020 年 9 月，乌鲁木齐市某建设公司与

新疆某劳务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劳

务分包合同》，将某工程项目现场管理人员、

机械手操作人员劳务部分分包给该劳务公

司。2021 年 3 月 15 日，梁某到该建设公司从

事驾驶员工作，双方约定工资每月 7500 元。

从入职到 2022 年 12 月 17 日离开，梁某的工

资均通过该建设公司发放，同时由第三方劳

务公司转账劳务费 26046元。

该建设公司认为，公司与梁某不存在劳

动关系。公司与新疆某劳务有限公司签订

了分包合同，工作是“人随机走”，梁某是该

劳务有限公司员工。公司只是依据与劳务

公司签订的《代发农民工劳务工资协议》约

定，代为发放工资。

运 输 公 司 把 车 辆 承 包 出 去 ，“ 人 随 车

走”，就能把劳动关系“撇”出去吗？

“人去世了，结果公司不承认存在劳动

关系，好在通过两审讨回了合法权益。”拿到

终审判决书后，索某感叹道。

原来，索某的爱人马某于 2023 年 7 月 4

日到新疆某物流运输公司驾驶土方车，并由

该运输公司经理将其拉入工作微信群，司机

在该群中发送维修、加水信息进行报销。

2023 年 8 月 20 日，马某在拉运土方的卸

料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该运输公司认

为，这是“一方出力、一方出钱的合伙合作关

系”，马某不受公司规章制度的管理，公司也

不给其发放工资，而是按照收益给他 15％的

分红，微信记录只是公司对所有合作方的监

督执行，并非管理与被管理关系，不能因此

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该公司的证人李某也说，驾驶该公司车

辆从事土方拉运工作，公司提供车辆，司机

提供技术和人，承包公司车辆得到 15％的提

成，公司提供车辆及油。活儿有时自己找，

有时公司给介绍，分配费用按土方量，收料

的地方开单子后在料场按车计量，收货方开

收据后拿收据去工地财务结账。

层层转包套路隐蔽

在马某的案件中，新疆某物流运输公司

认为，一方出钱、一方出力的常见合作模式

可 以 在 司 法 实 践 中 被 认 定 为 合 伙 合 同 关

系。公司与马某虽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但

已形成事实上的合伙关系，对投资分红比例

作出了约定，虽未对合伙期限作出约定，但

应视为不定期合伙。

法院认为，马某驾驶的车辆系该运输公

司名下车辆，其拉运土方的工作也是公司的

业务组成部分，公司对马某进行了日常用工

管理并发放劳动报酬，双方之间形成了事实

上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公司与马某之间

既未签订《合作经营书》，亦无有效在案证据

证明双方之间约定的利润分配方式，在马某

因交通事故死亡前双方更未进行过费用结

算。最终，一案两审，确认双方存在事实劳

动关系。

干着 A 公司的活儿，和 B 公司签协议，

发工资的可能是 C 公司。相较于马某，梁某

遇到的“套路”更显隐蔽，前几个月与后几个

月发放工资的主体还发生了变更。

所幸，梁某提交的银行流水、养老保险

个人缴费单、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能够证明

其接受公司用工管理及公司发放劳动报酬

等建立劳动关系的基本事实。

最终，法院认为，梁某所从事的系驾驶

员岗位，其工作岗位和劳务分包合同中约定

的内容并不相符，梁某在进入乌鲁木齐市某

建设公司工作时，并没有与新疆某劳务有限

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公司分包劳务

系其与该劳务公司的内部行为，在案证据无

法证明梁某作为普通劳动者已知晓公司与

其他公司内部之间的分包行为。法院认定

该建设公司与梁某 2021 年 3 月 15 日至 2022

年 12月 17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换马甲”躲避不了法律责任

法官表示，用人单位虽未与劳动者订

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双方的行为符合劳动

关系特征的情况下，仍能成立事实上的劳

动关系。

业务外包、车辆承包、员工“单飞”变“老

板”……福建金海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吴运

福指出，有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名为合

伙协议、劳务协议等合同，以规避用工风险

和劳动关系下应履行的法律义务，这是不可

取的。

吴运福表示，判断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合

伙关系、劳务关系，并不是简单以签订合同的

名称来确定，而应依据签订合同的目的、权利

义务内容、取得收益的性质，以及实际履行情

况等进行综合判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是否

存在劳动关系，关键要看双方是否存在人身

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管理与被管理关系等。

“在合伙关系中，合伙人之间法律地位

平等，合伙人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

益，共担亏损。”吴运福律师表示，在马某的

案例中，因为公司未能提供直接书面证据证

明马某与公司具有合伙合意，无法证明马某

与公司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同时双方法律

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法律特征，所以双方构

成劳动关系而非合伙关系。梁某一案中，因

其接受了建设公司的用工管理及该公司向

梁某发放了劳动报酬，同时梁某也没有与劳

务公司建立劳务关系的合意，法院认定梁某

与建设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正确。

“当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签订合伙协

议、劳务协议等合同，以规避劳动用工主体

法律责任时，劳动者可拒绝签订，并要求用

人单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以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吴运福建议道。

法治新闻 E－mail:grrbly@163.com
责任编辑：卢越6 2024年 10月 31日 星期四

业务外包、项目分包、车辆承包、层层转包……部分企业试图淡化、模糊劳动关系套路多

工作任务工作任务““包出去包出去””，，用工责任就能用工责任就能““甩出去甩出去””么么？？
法官表示，用人单位虽未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但双方行为符合劳动关系特征的，仍成立事实上的劳动关系

有建筑公司将工程项目分包给劳务公司，不认机械操作手为自家员工；有运输公司

把车辆承包给司机个人，“人随车走”，试图把劳动关系“撇”出去……当双方因劳动关系

有无发生争议后，法院均认定双方构成劳动关系。

阅 读 提 示

最高法发布实质化解行政争议典型案例

五船主少领230万元补助，法院助赔偿到位
本报讯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第一批实质化解行

政争议典型案例。其中一起案例中，因换发捕捞许可证

时主机功率记载错误，致使 5 位船主所有船舶少发放油

价补助 230 余万元，从而引发纠纷。法院在审理中为行

政争议的实质解决找准方向，最终促成争议实质化解。

吴某格等 5 人分别是 5 艘船舶的所有权人。2003 年

换发捕捞许可证时，新版捕捞许可证主机功率记载的数据

与原证书记载不一致，5 艘船舶主机功率合计减少 199.7

千瓦，导致 2011年度至 2014年度油价补助资金按照错误

功率发放，5艘船舶共计少发放油价补助230余万元。

5 位船主一直向某市渔业主管部门主张权益，但始

终未能得到合理解决。5人以某市农村经济发展局为被

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某市农村经济发展局

发放差额油价补助资金。

人民法院认为，该案应属于请求确认行政登记行为

违法的同时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并非单纯的行政

给付案件。经释明，5名原告同意变更诉讼请求，并追加

某省海洋与渔业厅为被告，法院将某市海洋与渔业局列

为第三人，通过庭审及召开三级渔业部门参加的联动座

谈会，主动向三级渔业部门释法说理。省级有关部门在

充分了解争议形成原因及历史背景后，也表示将立即研

究解决方案，并要求基层和市级渔业部门紧密配合。此

后，某省海洋与渔业厅负责人赴某市督促调解工作开展

和款项拨付，仅用一个月时间，5位船主全额收到差额补

助款，并申请撤诉，人民法院裁定予以准许。

2014 年，修正后的行政诉讼法将“解决行政争议”作

为立法目的之一。为更好落实该立法目的，最高法持续细

化完善行政争议实质化解相关工作举措。2023年以来，

最高法会同最高检、司法部以及相关部委建立了“3+N”工

作机制，有效统筹各方面力量，打通行政执法、行政复议、

行政审判、行政检察等各类行政争议解决全过程链条，合

力加强重点领域行政争议的预防和实质化解。 （法文）

本报记者 卢越

某建材公司向某市政府申请为公司拟建

设工程项目制定产能置换方案，未获批准和

书面答复而提起行政诉讼。经法院一审、二

审、再审，该公司向检察机关申请检察监督。

检察机关通过大量调查核实工作和召

开听证会，制发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及

时修改或废止与国家产业政策规定不符的

文件，建议行政机关严格依法行政。这是记

者日前在广西开展“新时代法律监督工作巡

礼·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集中采访活动

中了解到的。

“对于产能置换方案的制定主体应该是

谁，地方文件和国家某部文件规定有相冲突

之处。”该案承办检察官告诉记者，国家某部

文件规定的主体为“新（改、扩）建项目企

业”，而政府印发的相关通知文件规定的主

体为“项目所在地设区市人民政府”。

“该企业基于地方文件的规定，要求某市

政府为其制定产能置换方案，由此引发本案

纠纷。”检察官说，此外，某市政府在拒绝该企

业这一申请时，未告知其诉权和起诉期限。

为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最高

检行政检察厅联合争议地的自治区、市、区

检察院，开展公开听证。人民监督员黄志文

律师参与了听证，感触颇深。“四级检察机关

上下联动一体履职召开听证会，并邀请政府

机关多个相关部门负责人参与，以案释法，

促进了政府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他

说，“人大代表、法学专家现场发表意见，既

保证了听证意见更加专业、权威，也让双方

当事人切切实实感受到公平公正。”

制发检察建议后，相关单位及时整改

落实，政府废止与国家产业政策规定不符

的文件。

通过检察监督，促进严格执法，提升文

件制定的规范性和准确性，这是广西检察机

关聚焦突出问题、助推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

的一个缩影。

记者了解到，2020 年以来，广西检察机

关聚焦为大局服务，强化履职服务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化行政诉讼监督，倒逼

行政机关对执法工作进行“全面体检”及整

治，修改、废止与上位法冲突的内部管理文

件。针对办案中发现的深层次、普遍性治理

问题，向行政机关制发检察建议 662 份，推

动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和

化解行政争议风险。

经过梧州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监督，陆

某终于拿回了 137 亩林地的使用权，他专门

寄来感谢信表达感激之情。广西检察机关

用心用情增进民生福祉，深入践行为人民司

法，高质效履职纾解群众急难愁盼。陆某的

故事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在陆某的这起林权纠纷中，梧州市人民

检察院加强调查核实、精细审查，杜绝“坐堂

办案”“书面办案”，召开公开听证。对该案

进行全面、客观审查后，梧州市人民检察院

向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自治区人民

检察院向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采纳了检察机

关的抗诉意见，并作出再审行政裁定书，支

持改判，陆某名下 137 亩山林使用权“失而

复得”。

梧州藤县检察院与相关行政机关衔接

联动，为 3000 多名农民工追回劳动报酬，保

障“辛苦钱”一分不少；防城港、钦州、百色、

来宾等市检察院开展婚姻登记领域小专项

活动，有效保障婚姻法律法规在少数民族地

区的依法实施；扎实开展检察听证工作，让

当事人把事说清、听证员把理阐明、检察官

把法讲透，让公平正义“看得见”，让“法结”

“心结”同步解……

近年来，广西检察机关聚焦就业、教育、

社保等重点民生领域，以及妇女、老年人、残

疾人、农民工等特定群体权益保护，全区检

察机关共办理涉民生民利行政检察监督案

件 5751 件。

广西检察机关持续推动行政检察工作做深做实，助推行政执法规范化，纾解群众急难愁盼——

让公平正义“看得见”，让“法结”“心结”同步解

“超龄”劳动者受伤仍可获工伤赔偿
法官提示，退休年龄不是免责牌，企业应强化社会保险法律意识

本报讯（记者李国）近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二

审审理了这样一起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案件，认定用人单位承

担工伤主体责任，并参照《工伤保险条例》有关规定对劳动者

实行一次性赔偿。

2021年 10月中旬，在重庆市九龙坡区某企业当保安的罗

某，在工地巡逻时被车辆撞伤致腰部骨折。区人社局作出《认

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罗某为工伤。由于超过了法定退休年

龄，罗某无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企业拒

绝承担工伤赔偿责任。罗某遂提起诉讼。

九龙坡区人民法院审理判决企业支付罗某一次性伤残

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停工留薪期工资、劳动能力

鉴定费共计 7.3万余元。该公司不服，提起上诉，近日重庆五

中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重庆五中院审理认为，用人单位使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

但未办理退休、未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劳动者在工作中

受到事故伤害，经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认

定用人单位承担工伤主体责任的，由用人单位参照《工伤保

险条例》有关规定实行一次性赔偿。

审理法官表示，用人单位不能以劳动者超过法定退休年

龄，没有参加社会保险为由，拒绝承担工伤保险责任。退休

年龄不是免责牌，各企业应强化责任意识和社会保险法律意

识，积极参保，以减轻自身经济负担和经营风险，还应牢记规

范用工管理，切实保障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警民携手共筑
反诈禁毒防线

吉林长春

AI系统助力民间借贷案件审判提质增效
本报讯（记者柳姗姗 彭冰）近日，记者

从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举办的 AI 系统智能

辅助民间借贷案件办理软件应用培训会上获

悉，为提升民间借贷案件的审判质效，长春中

院联合科大讯飞法律大模型研发团队，用时

三个多月，研发了 AI 系统助力案件办理“民

间借贷智能司法计算器”辅助工具软件。

据悉，近三年来，长春地区两级法院审结

民间借贷一审案件年均 1 万余件，二审案件

年均 1000 件左右。从已结上诉案件改判情

况看，因本息计算错误，占改判案件的一半以

上。为缓解复杂计算带来的巨大压力，给法

官提供便利、准确的本息核算工具，降低上诉

案件因本息计算差错被改判比率，长春中院

坚持向科技赋能审判要质效，由此研发了“民

间借贷智能司法计算器”。

本次培训的是一期研发成果，AI系统自

动将案件电子卷宗导入人工智能法律大模

型，法官录入借款信息和还款信息，复杂的还

款顺序、借期利率、逾期利率以及扣减本金和

利息等，均由大模型根据法律规定智能判断，

支持一键导出计算结果与详细计算过程，提

供计算过程还原功能，方便法官进行验算。

无论多复杂的民间借贷关系，大模型都能瞬

间梳理清晰准确，大大提高了法官的工作效

率和办案质量。

下一步，长春中院将联合相关技术部门

进行研发攻关，深化办案系统对接，推动信息

技术在司法审判中的更深度应用，真正让科

技为法院审判工作增添动力。

10月 29日，在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龙泉街道学士府社区的餐饮店，党员志愿者在打包
盒上张贴反诈骗贴纸，通过这种方式扩大宣传的范围和效果。为提升公众防范意识、构建
和谐社会环境，龙泉街道联合龙泉派出所、司法所在各个社区对居民及商户开展全民反诈
禁毒系列宣传活动，共筑基层反诈禁毒防线。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绕过租车平台私下交易被拒退押金
法院判定口头合同有效，押金应退还

本报讯（记者陈丹丹）近日，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审结

了一起租车纠纷案件。王某通过甲公司租车平台以及乙公司

首次成功租车后，与提供取送租赁车辆服务的杨某相识，王某

第二次租车时转而与杨某私下交易。租车结束后，杨某拒绝

退还押金，王某遂诉至法院。法院审理认为，王某与杨某之间

的口头租车合同合法有效，杨某应退还押金。

2023年 8月，王某通过甲公司网络平台租车，随后与乙公

司通过甲公司平台签署《汽车租赁合同》。后杨某添加王某微

信，提供取送租赁车辆服务，合同实际履行完毕。2023 年 9
月，王某准备再次租车，联系杨某询问相关事宜，杨某回复称

平台价格高，通过其租车费用更低。不久后，王某通过微信向

杨某转账押金 1 万元、租金 1400 元。王某还车时要求杨某退

还押金，杨某以各种理由拒绝退还。王某诉至法院，要求甲公

司网络平台、乙公司、杨某退还押金。

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是在其首次租车合同履行完毕后，

第二次租车时与杨某达成口头合同，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

行各自的义务。杨某并未提交证据证明王某存在需要扣减押

金的情况，也未对押金金额提出异议，故王某要求杨某返还租

车押金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王某提交的证据

难以证明杨某为乙公司员工，该笔交易产生的风险不应由乙公

司、甲公司承担。故王某要求乙公司、甲公司返还租车押金的

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民警深入辖区企业讲解知识分析案例

邓州警企合力筑牢防范经济犯罪屏障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辖区群众防范经济犯罪的意识能

力，连日来，河南省邓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民警深入辖区企业

开展打击和预防经济犯罪主题宣讲活动。

民警通过讲法律知识、分享典型案例和互动问答等多

种形式，重点围绕与群众息息相关、影响社会稳定的涉众

型经济违法犯罪开展宣传，并详细剖析合同诈骗、非法集

资、挪用资金、非法传销等经济犯罪类型及犯罪分子的作

案手段，提出预防措施和解决方案，筑牢防范经济犯罪的

坚固防线。 （李玉成 尹启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