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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了，却得不到加班费无论如何都让人难以接
受。又因法律对加班有明确的规定，自愿加班很难获
得法律支持。因此，劳动者要避免自讨苦吃，下面四
种情形的自愿加班应远离。

“多情”自愿加班，单位可不支付加班费

［案例］苏某所在的某公司管理制度规定，员工每
日工作 8 小时、每周工作 40 小时，待遇上实行计时工
资。苏某工作很努力，经常主动加班，每天都完成全
部工作任务后下班。可一年合同期满后，公司决定不
再与其续签劳动合同并支付其经济补偿。苏某拿出
一年的考勤记录，要求公司支付一年来延长工作时间
的加班费。公司以其制度有明确规定，只对公司安排
的加班负责，并支付加班费。苏某加班并非公司安
排，完全是个人为多挣收入的自愿行为。苏某提请劳
动仲裁后，仲裁委认为，苏某未履行公司规定审批手
续的加班，属自愿加班的行为，其要求公司支付加班
工资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分析］《劳动合同法》三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安
排加班的，应向劳动者支付加班费。可见我国法律规
定的加班应该是单位安排员工加班的行为，而不是劳
动者自愿加班的行为。苏某的加班未得到公司同意，
也未按公司管理制度的规定办理加班手续。因此，其
要求支付加班费的请求当然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

约定工作时间过长，未必就是算自愿加班

［案例］张某入职某公司任生产车间经理，双方签
订的劳动合同对工作时间和休息约定为：公司根据冬
夏季和订单生产情况，由公司安排作息时间，原则上
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9小时，公司保证张某每月有不
少于 2 天的休假（满勤按 28 天计），工资为 10000 元
（28 天计）。张某工作 3 个月后，感觉劳累不已，而且
每月工作时间远远超过法定时间，却没有给付加班
费。干满 3 个月后，张某辞职并要求公司给付加班
费，遭公司拒绝。

［分析］《劳动法》第四十一条对劳动者工作时间
的最长底线规定是：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
时，而且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如此算来，劳动
者每月工作最长时间为 210 小时（21.75 天×8 小时＋
36 小时）。而张某每月实际工作时间为 252 小时（28
天×9 小时），确实超过了法定的最长工作时间之底
线。双方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虽违法，但这只是用人

单位应受行政处罚之行政违法行为，若按张某月工资
10000 元进行折算，小时工资远未低于当地的最低小
时工资标准。而且，除考勤表外，张某未能提供有力
证据证明用人单位安排其超过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
加班，其再要求额外支付加班工资，是不能得到支持
的。

未建立考勤记录，不是支付自愿加班费的理由

［案例］刘某系某公交公司大客车驾驶员，双方签
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刘某所在岗位实行综合计算工时
工作制，即以月为周期，平均日和平均周工作时间不
超过法定标准工作时间，月工资为 3100 元。劳动合
同到期后，刘某提出不再续签，在解除劳动合同后，其
向仲裁委申请仲裁，并提交了本人制作的连班记录，
要求公司支付 3 年来自愿加班费 11544.8 元，未获支
持后，向法院提起诉讼称：其工作岗位特殊，经常加
班，从 2013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0 月共计加班 648 小
时，公司没有支付加班工资。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
当建立考勤制度，并保存考勤记录不得少于 2 年，公
司没有证据证明已向本人及时足额支付了加班费，故
应当支付本人加班费 11544.8 元。法院经审理认为，
刘某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自愿加班，且刘某亦
没能提供证据证明公司安排其加班。遂驳回刘某的
诉讼请求。

［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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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九条的规定：“劳动者
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
任。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
在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
后果”。虽然刘某提交的是其本人制作的连班记录等
证据，但不足以证明其平均日和平均周工作时间超过
法定标准工作时间，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至于公
司未建立考勤制度，并不妨碍，亦不能减轻劳动者主
张自愿加班的举证责任。

自愿加班虽有考勤表，但未必能得到支持

［案例］张某系某运输有限公司人事部综合员，负
责公司考勤工作。双方合同中约定张某的工资为
3600 元。2016 年 8 月 26 日，张某因与公司他人产生
矛盾无法和解，与公司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办理结算
时，张某提出自己2年来，有41个休息日加班，要求支
付加班费并向公司提交了自己保留的 2014 年 5 月至

2016 年 7 月考勤表。公司予以拒绝。张某遂申请仲
裁，仲裁审理时，公司特别提供了经职工代表会通过
的《规范考勤管理的通知》，其中第五条规定：员工加
班需提出书面申请，由主管领导批准后报人事部备
案，人事部可予以调休处理，未按规定执行的视为自
愿加班。仲裁经审理认为，被申请人提交的《规范考
勤管理的通知》能够证明公司对加班有明确的、具体
的规定，而申请人提交的考勤表未经公司盖章确认，
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遂依法驳回了张某的申请。

［分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
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
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
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
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
承担不利后果。打官司就是打证据。依据“谁主张，
谁举证”的原则，张某虽举证证明自己加班 41 天，但
该证据因缺乏真实性而未被法庭采纳，等于未提供有
效证据证明，当然不会得到法律支持。

杨学友

不是所有加班都有加班费
四种情形的自愿加班，有可能自讨苦吃

离婚协议是双方当事人自愿离婚的意思表示以
及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而达
成的协议或者意见。但有一些情况，双方可能先后签
了多份离婚协议，那么，哪一份才有效？

吴某与艾某是中学同班同学，大学毕业后的他们
选择回家乡就业。在双方父母的推动下，两个年轻人
很快就步入婚姻的殿堂。

没想到，好景不长，两个年轻人步入婚姻后，竟然
矛盾重重。在一次争吵中，两个人越吵越凶，气急之
下，艾某和吴某于 2005 年 5 月签订了一份离婚协议
书。其内容规定如下：1.双方自愿离婚；2.双方婚后无
子女，没有抚养纠纷；3.双方各自名下的房产及房内
物品归各自所有；4.双方各自名下的存款归各自所
有；5.男方一次性给付女方 15 万元，以此来补偿女方
婚后为男方名下某房屋装修的费用。后来，经过双方
父母的调解，继续婚姻生活。

生活一段时间后艾某还是认为自己得不到丈夫的
关爱，她对这段婚姻已经死心，提出了离婚的诉求。两

个人于2006年8月再次签订了一份离婚协议，其内容
规定如下：1.双方自愿离婚；2.双方婚后无子女，没有抚
养纠纷；3.双方各自名下的房产及房内物品归各自所
有；4.双方各自名下的存款归各自所有。等到吴某出差
回来，两个人便携这份离婚协议书到民政局办理了离
婚手续。离婚后，艾某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平复了
心情。这时，她偶然间找到了两个人于2005年5月签
订的那份离婚协议书。她觉得自己当初花了15万元装
修吴某名下的房屋作为结婚用房，既然离婚了，吴某就
应该按照这份协议补偿自己当初的装修支出费用。她
找到吴某提出了自己的诉求，但吴某不同意。于是艾
某向法院提出起诉，请判吴某按照第一份离婚协议书
的规定，向其支付15万元。

艾某的诉求会得到法院支持吗？
律师表示，不管在婚姻关系存续过程中，双方拟

定了多少份离婚协议书，法院在审判实践中主要掌握
的处理原则是：最后一份离婚协议书的法律效力，即
在婚姻登记机关备案的离婚协议书具有更高的效

力。其主要理由是，出现了几份离婚协议书，说明双
方就解除婚姻关系出现了不同的合意内容，最后一份
离婚协议书才是双方最终的合意。之前的协议内容
与之发生冲突的，表明双方已用新的合意内容改变了
之前的合意。法院应尊重双方的这种变更。

具体到吴某与艾某的案件，前后两份协议书的内
容，唯一的不同在于第一份离婚协议书中规定“男方
一次性给付女方 15 万元，以此来补偿女方婚后为男
方名下某房屋装修的费用”。第二份离婚协议书则没
有谈及此问题。这表明双方的合意内容发生了变更，
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就此财产内容达成了新的合意。
按照相关事件处理原则，离婚协议书应以最后一份离
婚协议书的内容处理双方的财产。所以，最后一份离
婚协议书没有涉及房屋装修款补偿问题，可以视为艾
某对此已经默认不需要赔偿或是已与吴某达成一
致。法院很大可能上是无法支持艾某的诉讼请求
的。

吕斌

多份离婚协议书哪份才有效？

律师：最后一份才是双方最终合意

2016 年下半年，沈女士产假期间领到每月 3500
余元的生育津贴后，要求单位按照此前每月工资5000
元的标准，补足差额。但单位却认为，5000 元的月工
资中有1000元是出勤补贴，产假期间没有出勤就应当
扣除。为此，双方诉至法院。法院支持了沈女士的主
张，判决单位应支付生育生活津贴差额6000余元。

沈女士与一家公司于 2015 年 2 月签订了为期三
年的劳动合同，担任该公司人事部门薪资专员，并约
定试用期满后月工资收入为5000元。2016年7月，沈
女士怀孕生产，向公司请了4个多月的产假，期间她向
社保部门申领了生育生活津贴。根据规定，女员工的
生育生活津贴标准为所在企业上年度的职工月平均
工资。经测算，沈女士可获得每月3500余元的生育生
活津贴。此后，她向单位提出，自己在产假前的工资
为5000元，单位应当补足差额6000余元。

向该公司多方商讨无果后，沈女士申请了劳动仲
裁，仲裁委裁决支持了沈女士的要求。对此结果，单
位并不认可，而向法院起诉。公司认为，沈女士每月
的固定工资实际上是 4000 元，另外的 1000 元是公司
给予员工的出勤补贴，沈女士产假期间未能正常出
勤，需扣除此项补贴，不应当计算为工资。公司表示，
公司向社保部门申报的沈女士上年度平均工资为
3902.6元，愿意按该工资标准补足生育生活津贴的差
额，但不同意按照5000元标准计算。

对此，沈女士坚持认为，按照公司领导审核的工
资单明细，自己的月工资收入为 5000 元，包括基本薪
资 2190 元、浮动薪资 2780 元、独生子女费 30 元，公司
应按该标准支付生育生活津贴的差额。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对已经参加城镇生育保险的
女职工，产假期间享受生育保险待遇。2011 年 7 月 1

日实施的社会保险法规定，生育津贴按照职工所在用
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计发。同时，根据妇女
权益保障法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怀孕、生育、
哺乳降低其工资。因此，2011 年 7 月 1 日后生产的女
职工，已计发的生育生活津贴低于本人产假前工资标
准的，由所在用人单位予以补差。本案中，虽然公司
称沈女士的平均工资为3902.6元，但事实上该数额仅
是公司为沈女士缴纳次年度社会保险费的基数，并非
沈女士产假前的实际工资标准。无论是浮动薪资还
是补贴，都是沈女士的月固定工资性收入，因此法院
认定沈女士产假前工资为 5000 元。沈女士获得的生
育生活津贴低于该数额，公司理应按每月5000元标准
支付沈女士生育生活津贴差额6131.2元。

潘婷

产假期间工资按什么标准算

法院：浮动薪资、补贴均属固定工资收入

“当时脑子懵了，而且他是我堂弟，我不好意思拒
绝，也没想到要报案。”法庭上，姜甲对自己的犯罪行
为十分后悔，他明知堂弟行凶砍杀了他人，不仅没劝
其自首或选择报警，还开车助其逃离本地。7 月 20
日，姜甲因犯窝藏罪被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依法判
处有期徒刑一年半。

今年3月26日晚10时许，姜甲突然接到堂弟姜乙
电话，称有急事让姜甲立即开车到他住处。听出堂弟
语气比较慌乱，姜甲没多问当即前往。

见面后，姜乙告诉姜甲，自己今晚持刀砍杀了前
女友和一男子，他想去住在乐清的父母那躲一躲，想
让姜甲开车送他过去。姜甲得知姜乙惹祸后仍按其

指示开车去乐清。
在车上，姜甲慢慢清楚了事发原委。原来当天晚

上姜乙在理发店看到前女友小青与一男子一起，一直
不愿分手的姜乙再次受到刺激，当下跑去买了把菜刀
藏在身上，将小青拉出理发店，要求小青跟他回家。
小青当即回绝，与小青一起的男子见状欲拉小青离
开。姜乙恼羞成怒，失控拔出菜刀就往小青和该男子
身上砍去，男子抡起身边的一辆自行车抵挡，可此时
的姜乙像是疯了般挥刀乱砍。小青和该名男子身上
头部被多处砍伤，直至男子受伤倒地，姜乙这才逃离
现场。后男子经抢救无效死亡。

途中，姜甲收取了姜乙通过微信转账给他的人民

币780元。把姜乙送到乐清后，姜甲一个人开车回了
台州。后姜乙在父母的劝说下投案自首。

3月28日，姜甲被公安机关传唤到案。
法院认为，被告人姜甲明知姜乙是犯罪的人而驾

车帮助其逃匿，其行为已构成窝藏罪，依法应予惩
处。故作出如上判决。

杀人嫌疑犯姜乙另案处理。
相关法令：

《刑法》第三百一十条规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
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出假证明包
庇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
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林静

明知堂弟砍了人仍开车送逃，获刑1年半

搭乘醉酒司机的车上班
出交通事故能否算工伤

半年前，梁某丈夫在与同事李某等一起吃完午
餐后，虽然知道李某已有醉意，但为了不迟到，加之
李某一再表示没事，最终仍搭乘李某的小车上班。
岂料，途中恰恰遭遇小车与货车碰撞的交通事故，
梁某丈夫被甩出车外，当场身亡。经交警部门认
定，李某血液中酒精含量 171.3mg/100ml，属醉酒驾
车，且对前方来车动向判断失误，负事故的主要责
任，对方司机负事故的次要责任，梁某丈夫在事故
中无责任。事后，梁某曾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要求确认丈夫之死属于工伤。
但却被认为，李某事发时处于醉酒状态，不符合工
伤认定条件。梁某申请行政复议后，复议机关也于
近日作出了维持原认定的决定。梁某问：该认定对
吗？

律师解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认定是错
误的。

首先，梁某丈夫的情形当属工伤。根据《社会
保险法》第三十七条第二项、《工伤保险条例》第十
六条第二项之规定，在“醉酒”情况下，不得认定为
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必须同时符合两个条
件：一是伤亡员工醉酒的事实客观存在；二是醉酒
与事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换句话说，如果员工没
有醉酒，或者虽然醉酒但与事故的发生之间不存在
因果关系，则同样应当认定为工伤，即不应该将存
在醉酒行为的所有情形一概排除在工伤范围之外。

而本案恰恰不具备相应要件：一方面，醉酒的
是李某，而非梁某丈夫；另一方面，根据交警部门的
认定，本案事故的发生在于李某醉酒驾车，且对前
方来车动向判断失误，还有对方司机负事故的次要
责任所造成，而梁某丈夫在事故中无责任，即意味
着梁某丈夫的搭车与事故之间并不存在法律意义
上的因果关系。再一方面，梁某丈夫虽然明知李某
醉驾而继续搭车，存在对事故的发生应当预见因为
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是已经预见但却轻信可
以避免的因素，但毋庸置疑，这并不等于梁某丈夫
也属醉酒。在此情况下，梁某丈夫自然应当按《工
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处理，即“在上下
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
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
工伤。梁某有权通过诉讼加以纠正。首先应该申
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再依法提起
行政诉讼。

颜梅生

人的担保与物的担保并存
该向谁索要欠薪

肖某等七人是个体工商户钟某的雇工。因为
经营不善，钟某共计欠下肖某等11万余元工资。在
肖某等的一再催要下，钟某三个月前向肖某等立下
了欠薪条，并由刘某提供一辆小车作为物的担保，
同时又由李某提供人的连带责任担保，但没有言明
各自承担责任的先后顺序。由于近日期满后，仍未
清偿，肖某等曾要求经济宽裕的李某担责。可李某
认为欠薪人是钟某且“物的担保优于人的担保”，故
肖某等只能先行向刘某、钟某索要，不足部分才能
由其承担。李某的说法是否有法律依据？

律师解答：李某的说法是错误的。
一方面，肖某等具有要求刘某、李某承担清偿

责任的选择权。《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被
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
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
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没有
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
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第三人
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
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提供担保的
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其
中，针对三种情形，提出了不同的处理依据：一是尊
重当事人事前的意思自治，如果担保合同中已经约
定担保人承担责任的顺序，那么债权人应当受到该
约定顺序的约束；二是如果没有约定承担责任的顺
序或者约定不明确，但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
债权人只能先行使担保物权以维护自己的债权利
益，而后在不能完全受偿的余额范围内，才可以向
保证人主张保证利益。即“物保优于人保”；三是如
果没有约定承担责任的顺序或者约定不明确，由第
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即同一债权既有第三人物的
担保又有其他第三人的人保时，债权人享有选择
权。与之对应，鉴于本案属于第三种情形，决定了
肖某等既可以选择拍卖、变卖刘某的抵押物（小车）
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李某承担保证责任。

另一方面，肖某等具有要求钟某、李某承担清
偿责任的选择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
因保证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债权人向保证人和被
保证人一并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保证人和
被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债权人仅起诉保证人的，
除保证合同明确约定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外，人
民法院应当通知被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
债权人仅起诉被保证人的，可只列被保证人为被
告。

正因为李某提供的是连带责任担保，决定了肖
某等有权要求其独自担责。

廖春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