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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一年后，单位向傅先生发来返聘意
向书，岗位还是其退休前的部门经理一职。
认为自己的能力受到肯定，又能发挥余热，
傅先生没多想便接受了返聘，再次走上管理
岗位，傅先生心情大好。在此后的工作中，
傅先生焕发了事业上的“第二春”。可是年
底领到“年终奖”时，傅先生的心情跌到了谷
底——“为什么我的‘年终奖’比其他部门经
理少了 7000 元？”傅先生找到领导询问原
因。领导表示，傅先生是返聘人员，和其他在
职人员考评标准不同，按照劳动合同，在职部
门经理年终奖起点是7000元每人，并因业绩
浮动。按照公司年终奖《发放方案》，傅先生
这种返聘性质的部门主管奖金是5000元。

不满领导的解释，傅先生将公司诉至法
院，要求同工同酬，补发自己和同级别主管
的年终奖差额。

庭审中，傅先生出示自己的银行流水和
案外人赵先生的银行账单。傅先生称，赵先
生和自己同级别，其年终奖为1.2万元，而自
己只有5000元，公司“区别对待”，对于自己
的劳动付出显然不公平。

公司代理人提交了年终奖《发放方案》，
证明赵先生的银行流水是与公司达成劳动
合同法律关系的主管，符合考核奖主管
7000元每人的发放要求。但傅先生属于退
休返聘员工，根据《发放方案》仅向其发放年
终奖5000元，不在考核奖的发放范围之内，
且双方《劳务协议书》中并未约定年终奖发
放事宜等内容，所以不应发放差额奖金。

庭审中，双方均确认《劳务协议书》未约
定发放年终奖，但傅先生坚持公司在发放年
终奖前并未通知其《发放方案》，所以公司应
当按照公平原则，补发自己7000元。

法院审理指出，《劳务协议书》所反映双
方法律关系应属平等主体之间达成的劳务合
同法律关系。《劳务协议书》中未约定年终奖
事宜，傅先生仅类比案外人多获得7000元，即
主张自己也应获得7000元，并无关联性。而
且，案外人赵先生与公司属于劳动合同关系，
按照《发放方案》有权获得考核奖；傅先生与
公司是基于退休返聘形成的劳务合同关系，
按照公司《发放方案》不符合考核奖的发放范
围。最终，法院驳回傅先生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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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老龄化形势加剧，很多低龄老年人选择返聘或者再就业，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不少老人以
为退休后再就业和之前工作没什么不同，直到发生劳资等纠纷才意识到存在认知误区。那么，“银发族”再就业该如何维
护自身权益？针对老年人最关心的薪酬、工伤、休假三方面问题，北京海淀法院法官结合具体案例进行了详细解答。

2020年9月30日，孙女士退休后与一家公司
达成《劳务协议书》。双方约定：公司聘用孙女士
担任工程管理资料员，协议期限两年，孙女士提
供劳务的方式为全职，工资为每月一万元。该协
议中未约定加班工资、带薪年假、餐补、全勤奖、
报销款、资料证件费及违约费等事项。

聘用期满，因工资仅发放至2021年8月，孙
女士起诉到法院，要求单位支付欠付工资、加班
工资、带薪年假工资等费用。

公司同意支付欠付工资，不同意支付加班
工资、带薪年假工资等费用。

庭审中，孙女士主张曾口头约定过加班费、
带薪年假工资事宜，但未提供相应证据。

法院审理认为，关于孙女士主张加班工资、
带薪年假工资的诉讼请求，双方劳务合同对上
述款项均未进行约定，孙女士虽陈述双方有过
口头约定，但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因此，法院对
孙女士的陈述不予采纳。最终，法院判决公司
支付欠付工资，驳回孙女士的其他诉讼请求。

傅先生▶
退休一年后返聘至原单位
争议焦点
同是部门经理,年终奖咋少了？

李先生▶
退而不休又找一份工
争议焦点
工作中摔骨折，享受工伤待遇吗？

孙女士▶
“重出江湖”签了两年协议
争议焦点
起诉讨要欠薪，无带薪假工资？

“退休老年人返聘或者再就业，最重要
的是要认识到一点：和单位不再属于劳动合
同法律关系。”法官介绍，依据劳动合同法规
定：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是劳
动合同终止原因之一。同时，最高人民法院
有关司法解释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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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应
当按劳务关系处理。

可见，“银发族”再就业要依照民法典合
同编相关规定处理。

法官提醒老年人，双方达成的劳务合同
内容是双方履行提供劳务与接受劳务的基
础。因退休返聘老年人已达到退休年龄，已
经享受退休各项福利待遇，因此，退休返聘
人员在提供劳务过程中更多反映出单位承
担给付该劳务的对价，此时的工资构成主要
依据双方约定为准。所以，在签署劳务协议
前应当对工资构成、工资支付方式、工资计
算标准、额外收入等内容逐一明确。

法官表示，退休再就业的“银发族”在提供劳务过
程中造成自身损害，一般情况下不能享受工伤待遇，
但是，可按照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相关规定予以处理。

法官介绍，民法典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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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劳务期间，因第三人的行为造
成提供劳务一方损害的，提供劳务一方有权请求第三
人承担侵权责任，也有权请求接受劳务一方给予补
偿。接受劳务一方补偿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由此可见，民法典将损害情形分为两类。”法官
分析，首先，老年人在执行工作任务中因劳务遭受损
害，该种情况根据当事人与单位之间过错确定损害
责任范围；另外，老年人在执行工作任务过程中因第
三人行为造成损害，该种情况则应由第三人承担赔
偿责任，同时单位也有给付补偿的义务，单位在承担
补偿责任后可向第三人追偿。除此之外，还可能因
为意外事件等情况造成退休老年人损害，若单位提
供相应保险，可将该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

法官特别指出，在特殊情况下，老年人也可申请
工伤保险待遇。根据相关规定：达到或超过法定退
休年龄，但未办理退休手续或者未依法享受城镇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继续在原用人单位工作期间
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的，用人单位依法承担工
伤保险责任。用人单位招用已经达到、超过法定退
休年龄或已经领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人
员，在用工期间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
病的，如招用单位已按项目参保等方式为其缴纳工
伤保险费的，应适用《工伤保险条例》。所以，在符合
上述规定情形下，老年人可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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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提醒

□法官说法

退休再就业一般不享受工伤待遇

2021年 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
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其中提到“鼓
励老年人继续发挥作用”“全面清理阻碍老年人
继续发挥作用的不合理规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法室副主
任王天玉表示，从长远而言，未来应在实践探索
基础上，改革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特别是改革退
休制度，将就业老年人纳入劳动法律调整范畴。

北京市律师协会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委员
会委员、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杨保
全认为，中央已经提出来“全面清理阻碍老年人
继续发挥作用的不合理规定”，因此，应在充分
调研的基础上，在借鉴劳动关系基本保障的基
础上，适应老龄化时代要求，全面清理阻碍老年
人就业不合理规定，针对老年人进入职场出台
顶层设计，与时俱进保障老年人就业权益。

法官介绍，退休返聘人员既不属于劳动法
意义上的劳动者，也不属于公务员，所以退休返
聘人员无法享受法定带薪年休假。

法官认为，老年人退休后，一般情况下，身体条
件已不适于长期持续提供高强度的劳动工作，因
此，“银发族”与单位达成劳务关系时应对休息时间
作出约定，单位也应考虑老年人的实际情况合理安
排劳务工作。同时，法官建议，单位可以通过内部
规章制度赋予退休返聘职工一定的带薪假日，以弥
补退休返聘职工与普通职工在这方面的差别。

□专家

□法官建议

“呀！”整理货架时，李先生一个不留神
从梯子上摔下来，他本能地用手撑地，结果受

伤，送医后被诊断为左手骨折。这对于裁缝来
说是非常严重的伤。他要求单位赔偿自己，但

是单位说，李先生的关系挂在劳务派遣公司，赔
偿的话，要找劳务公司。然而，劳务公司负责人表

示，不清楚李先生的受伤原因，不同意赔偿。
李先生把两家公司一起诉至法院。
原来，李先生退休后，便找到被告之一的劳务

公司，希望对方帮自己找工作，随后，他被派遣到被
告某家具公司负责裁剪，“我是个裁缝，已经 65岁
了，这次受伤后，以后可能就没法干活了”。

庭审中，劳务公司表示不了解事发经过，而且认
为李先生整理货架是自己的行为，且货架不高不会
发生此种损害；家具公司表示，李先生与该公司没有
直接的劳动或者劳务关系，也不同意承担赔偿责
任。法院依法委托鉴定机构作出李先生伤残鉴定报
告，确定伤残等级等内容。同时，李先生申请证人到
庭证明事发经过，证实自己是在工作中受伤。另外，
法院还查明，涉案劳务公司没有劳务派遣资质。

法院审理认为，综合在案证据、证人证言与李
先生陈述，符合日常经验法则推定事实，能够确认
李先生是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受伤。

由于被告劳务公司没有劳务派遣资质，其也没
有证据证明对劳务人员进行过安全培训以及必要
的管理及安全保障，存在一定的过错；李先生作为
成年人，在工作中缺少自我保护的安全意识、未尽
到合理注意义务，具有一定的过错，在工作过程中
致自身受伤，理应自担部分责任。据此，法院确定
李先生应自担 30%的责任，劳务公司负担 70%的责
任。李先生要求家具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依
据，法院不予支持。

改革劳动法律制度
尽快出台顶层设计

单位可通过内部制度
赋予返聘人员带薪假

协议中应明确
薪酬构成及发放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