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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差补贴，不能取代加班工资

廉先生在一家公司负责产品推广，经常要到全国各
地出差，虽说每次时间不太长，也就一两天，但要被安排
到周末出发就连双休日都没了，而且单位也没有安排相
应的补休。那么，像廉先生这种没有补休的双休日出
差，能索要加班费吗？还有廉先生单位会按月结算出差
补助，这笔钱又与加班费有关系吗？

根据我国 2009 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四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按
照下列标准支付高于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工资
报酬：（一）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
资的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工资报酬；（二）休息日安排劳动
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二
百的工资报酬；（三）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

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三百的工资报酬”。
像廉先生这样在双休日出差，为公司付出了劳动，

而且公司又没有安排补休，所以应该得到相应的加班工
资。需要注意的是，若是廉先生出差中赶上双休日并没
有进行工作，而是休息，就不属于加班，公司也无需支付
加班费。

出差补助，一般指单位职工因公出差享有的住宿费
标准、市内交通费标准、伙食补贴以及因出差而享有的
其他补助，其性质是经济补偿。加班工资的性质则是工
资报酬。所以出差补助，是不能取代加班工资的。

出差期间遇车祸能否认定工伤

郑先生是某企业的大客户代表，经常要游走于各大
城市。今年 3 月初的时候，郑先生被公司安排去内蒙古
拜访客户，在晚间与客户吃完便饭送客户回酒店途中发
生了交通意外，并住进当地医院进行治疗。郑先生觉得
自己属于工伤，而公司则认为郑先生是乘车回酒店时发
生的交通事故，不是工作时间也不是工作场所，故不能
算作工伤。为此，郑先生想知道的是，这种情况能不能
被认定为工伤？

根据我国《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在工作时
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因工外
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下落不明的，应当被
认定为工伤。郑先生出差是受公司所托，出差期间也就
属于工作场所的延伸，而且他在外地也是因为工作原因
外出，时间上也属于工作时间。另外，郑先生是在送客
户的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他受到的伤害并非本人意愿
或者个人原因引起的，所以郑先生可以向有关部门申请
工伤认定，也理应被认定为工伤。

需要注意的是，倘若郑先生在出差期间并非工作的
缘由，而是由于个人的原因发生伤害事故，如在某景点
游玩时，在酒店内休息时，或者与他人发生了争执等，这
种情况就属于个人原因发生的伤害，不属于工作原因，
也不应被认定为工伤。 吕斌

购买房屋向商家缴纳“诚意金”，却没有如期等来销售人员
的签约通知。法官提醒，“诚意金”并非定金，不受法律保护，购
房者在签约时应格外注意。

去年5月8日，薛先生来到一处在售楼盘的售楼中心，选定
了一套建筑面积90.38平方米的两居室。应销售人员要求预交
了1万元后，薛先生便拿着房地产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回家等
待下一步的签约。但时间一天天过去，薛先生却没有等来销售
人员通知其签约的电话。

随后，薛先生再次前往售楼中心要求与开发商签订正式的
《商品房预售合同》，但开发商拒绝与其签订售房合同，而且他
前期选定的房子已出售给了他人。一怒之下，薛先生将开发商
告上了法院。

法院经过审理查明，薛先生确实向开发商缴纳了 1 万元，
但开发商给薛先生出具的收据上载明这笔款项的性质系“诚意
金”，而非定金。“诚意金”只是一种商业销售手段，不具有法律
上的定金效力。同时，薛先生也没有与开发商签订《定金合同》
或者《预购合同》，因此无法认定薛先生与开发商之间达成了一
致的购房意向，故法院判决驳回了薛先生的诉讼请求。 熊琳

大学毕业前夕，姚某在某公司签订试用合同，不料，上班途
中，姚某被车撞伤。那么，姚某与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姚某的情形是否属于工伤?法院判决认定姚某与某公司存在劳
动关系，姚某应享受相应的工伤待遇。

今年24岁的姚某是某公司项目成本核算员，2015年6月，
姚某与公司签订试用期用工劳动合同。在合同中，双方约定:
姚某根据公司的安排，在该公司从事项目成本核算员工作，试
用期为3个月，试用期满后签订正式劳动合同。

2015年7月7日，姚某在上班途中走到单位大门附近时，发
生交通事故。姚某想向劳动部门申请工伤认定，但公司不认可
与姚某之间的劳动关系，因此，姚某只得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
确认自己与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虽然我还未正式毕业，但是2015年3月，我就向该公司投
了自荐信，信中明确表达了加入该公司就业的愿望。”姚某说，
后来，该公司通知他来面试，通过面试后，该公司与他签订了试
用期用工劳动合同，通过 3 个月的试用期就可以签订劳动合
同，公司按照普通入职人员的情况对他安排岗位并约定工资报
酬。因此，姚某认为，他与单位存在劳动关系。

对此，公司方则认为，公司与姚某签订的合同不是劳动合
同而是实习期试用合同，同时，姚某的身份是在校就读的大学
生，还未到毕业时间。根据原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二条规定，在校生利用业
余时间勤工助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
动合同。因此，姚某不具备劳动者的资格，双方未建立劳动关
系。

不过，公司方的说法并未得到法院认可。法院认为，毕业
前夕签订试用合同已非实习。姚某与公司签订试用期用工合
同时已年满 23 岁，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劳动能力的自
然人，亦具备合法劳动者的主体资格。对于公司方认为的原劳
动部相关规定，法院认为，实习是以学习为目的的，到机关、企
业、事业单位等参加社会实践，没有工资，不存在由实习生与单
位签订适用期用工合同，未明确岗位、报酬及双方权利义务的
情形，教育部的上述规定应指在校学生不以就业为目的的，利
用学习之余的空闲时间打工补贴学费、生活费的情形，而姚某
的情况显然不属于实习。

本案中，姚某在给被告单位的自荐信中明确表达了加入某
公司的就业愿望，双方签订了试用期用工合同，且姚某需遵守
被告单位的考勤制度，此情形不属于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
据此，法院综合双方提交的相应证据及审理查明的事实，判决
姚某与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其权利义务关系受劳动合同
法保护，在试用期工作中受伤，应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进
行工伤认定，享受相应的工伤待遇。 潘从武 王莉 赵远建

一个星期六的傍晚，四个不足10岁的孩子在一起相互玩耍
打闹，晓航也在其中。在玩耍打闹中，晓航突然被其他孩子从
背后推倒，造成左手腕骨折、门牙磕碎的后果，父母为其花去
4000多元医疗费。晓航不知道自己是被谁推倒的，其他三个孩
子都说自己没有推，以致无法确认具体侵权责任人。晓航该找
谁赔偿其损失？

律师解答：我国《侵权责任法》第十条规定：“两人以上实施
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其中一人或者数人的行为造
成他人损害，能够确定具体侵权人的，由侵权人承担责任；不能
确定具体侵权人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该条是关于共同
危险行为的规定。所谓共同危险行为，是指数人的危险行为对
他人的权益造成了某种危险，但对于实际造成的损害又无法查
明是危险行为中的何人所为，法律为保护被侵权人的利益，数
个行为人视为侵权行为人。

本案中，由于无法查明和确定具体是哪个孩子实施了侵权
行为，因此，可以依法认定三个参与玩耍打闹的孩子均为侵权
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由于三位参与玩耍打闹的孩子不满10
周岁，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因此，他们的行为所造成的他人
损害，由其父母（监护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根据《侵权责任
法》第十三条“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部
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之规定，晓航和他父母可以
要求其中一位孩子的父母或者所有孩子的父母赔偿医疗费等
损失。 潘家永

追忆、祭祀期间发现被侵权
别忘了法律的呵护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
人欲断魂”。追忆、祭祀已逝祖
先，承载着后人重大感情与精
神寄托。然而，清明祭祀之时，
有时却难免遭遇意想不到的侵
权纠纷事，“断魂”之时，切莫忘
记至少还有法律帮我们“还
魂”。

大学生试用期上班途中受伤
该怎么算
法院：工伤

出差补贴，不能取代加班工资

在不少工作当中，
难免会遇到出差事宜，
尤其是负责采购、培
训、销售工作的，出差
很可能是家常便饭。
那么出差时应注意哪
些法律问题，遇到纠纷
应该如何解决？在此
笔者为大家解答有关
出差的法律问题。

购房合同“诚意金”
不受法律保护

侵权人不明该找谁赔偿
无主坟被平，虽有通告也需担责

［案例］刘女士于清明节前夕到父母亲的
墓地祭奠时，发现父母亲的坟地及周边荒地均
被平整为场地。刘女士几经周折找到开发商钱
某要求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钱某称事前已在当
地报刊等媒体发出通告，以对无主坟就地深埋
并无不当为由拒绝赔偿。后经人民法院审理调
解，双方达成赔偿协议：开发商钱某一次赔偿

刘女士精神损害抚慰金16000元。
［评析］祖坟是后代追忆、祭祀已逝祖先

的特定场所，对后人存在着重大的精神寄
托。维护祖坟的完好是一种公序良俗，更受
法律的保护。祖坟被毁坏，侵害了死者的人
格利益，影响了死者近亲属的祭祀，造成一
定的精神损害。本案开发商虽有通告在先，

但在无人认领情况下，应妥善保管，待事后
与认领者协商安置事宜。而开发商却在通告
后擅自随意将坟深埋，导致遗骨零碎散落，
无法全部收回，给受害人造成的精神打击可
想而知，应当赔偿精神损失费、遗骨收敛安
葬地及费用等损失。

强迫他人拜祭，丧葬陋习与法无据
［案例］ 2013 年 12 月 27 日早上 8 时 30

分左右，个体业者李某驾驶自家小型运货车
送货途中，车行至小河沿村口时，正遇到该
村百余名村民为村中过世王姓老者办丧事，李
某按当地风俗将车停在路边等待送葬仪式队伍
行过后通行。此时，与李某同向行驶的村民曹
某驾驶的小轿车靠着送葬队伍一侧行过（后来
才知其是准备下葬事宜专用车），李某见状误
认为可以通行，便发动汽车跟随在小轿车后
面行驶。办丧事的王某见状立即上前拦停李
某货车，认为李某冲犯了王家办丧事，并按

当地习俗要求李某下车拜祭死者。李某不肯，
双方发生口角，王某等人动手打砸李某货车，
并强行拉扯李某的衣服让其下车拜祭。在众人
的说服下，加上怕货车再次受损，李某下车给
过世的老人拜了一下。事后，经李某报警查
实，其货车一侧外表被打破，花费修理费2300
余元。双方协商时，王某认为李某冲犯王家办
丧事，过错在先，拒绝赔偿。经起诉，人民法
院判决王某承担全额损害赔偿责任，并向李
某赔礼道歉。

［评析］如果办丧事送葬仪式途中的习俗影

响、阻碍正常道路交通，那么，该习俗因有碍、违
反道路交通法规相关规定，是不受法律保护
的。因此，王某强调的“李某冲犯王家办丧事，
过错在先”之说法与法无据，不会得到法律的保
护。而李某属于正常行车，即未违反道路交通
法律规定，也未有不当行为与过错，更何况李某
当时是在他车通行之后跟随而过。在李某无过
错的情形下，其所受损害应当由侵权人王某承
担全额赔偿。又因王某强行让李某下车拜祭行
为，侵犯了李某的人格尊严，理所当然应赔礼道
歉。

擅自将父母骨灰海葬，侵犯了兄妹的祭奠权

［案例］陈先生将父母的骨灰海葬后，与妻
子一起前往深圳打工。清明节期间，陈先生的
兄妹得知父母的骨灰已经被陈先生海葬，哥哥
陈大与妹妹一气之下将其告上法庭。法庭经审
理时，尽管陈先生提出，父母生前曾留有口头遗

嘱要求将骨灰海葬，且其于海葬前曾通知其兄
妹两人，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为此，人民
法院依法判令陈先生赔偿其兄妹精神抚慰金各
2000元。

［评析］父母骨灰承载着子女重大感情与精

神寄托，而陈先生在未经其兄妹同意的情况下，
擅自将父母骨灰海葬，侵犯了其兄妹的祭奠权，
造成其精神痛苦。陈先生未经兄妹同意、未尽
到告知义务，存在过错。因此，应适当赔偿其精
神抚慰金。

医院老人遗体无人认领，唯一近亲属需担责

［案例］无子女独居的张老伯因脑血栓病复
发，被社区志愿者送进附近医院抢救，张老伯一
周后在医院病逝。当医院与社区协同找到老伯
仅有的一位同母异父弟弟张某前来处理后事
时，张某以自己与老人多年无来往，且明确表示
放弃继承张老伯的遗产为由，拒绝配合。无奈
之下，医院与社区联手将张某告上法庭。法庭
经审理后，判决张某处理相关丧葬事宜，因张某

明确表示放弃继承张老伯的遗产，故其医疗费、
丧葬费不足部分，可直接在张老伯名下的遗产
及单位应支付的丧葬费范围内予以清偿。

［评析］《殡葬管理条例》明确规定：“死者有
亲属的，亲属是丧事承办人；死者没有亲属的，
其生前单位或者临终居住地的居（村）民委员会
是丧事承办人”。可见，死者有亲属的，亲属是
第一丧事承办人。本案张某系目前能确认的唯

一家属，故依法应承担张老伯的相关丧事承办
义务，包括联系殡仪馆办理遗体运送、火化、骨
灰处置等一切事宜。关于医疗费、丧葬费，因张
某作为弟弟已明确放弃其兄的遗产继承权，该
放弃继承的法律后果就是不需要承担被继承人
生前的债务（医疗费等）。因此，医院只能在死
者遗产范围内获得清偿。

杨学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