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班与否
劳资双方应避开的 个误区

案例
一家公司因为生产经营需要，曾多

次要求员工上班，但年底期望能获得加
班费的大家却傻眼了，因为公司以事前
未经主要领导批准加班、事后主要领导
又不同意审批为由否认加班。公司真的
可以否认吗？

说法
公司不得否认加班。加班是指除法

定或者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以外，员工
根据用人单位的安排，在正常工作日延
长工作时间或者双休日以及国家法定假
期期间延长工作时间，且核心在于用人
单位安排、员工确已额外付出劳动。结合

本案，正因为员工加班是基于公司的安
排，且员工加班的事实客观存在，决定了
不管公司主要领导事前、事后是否同意
审审批，都意味着加班已经成立、存在，
更何况公司主要领导拒不审批的目的不
乏规避支付加班工资的法定义务，必将
损害员工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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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一些用人

单位往往会以未经领导

批准加班、规章制度已

禁止加班，来规避承担

加班的法律责任。而一

些劳动者也往往认为只

要有加班行为、只要有

超 时 记 录 ，就 构 成 加

班。其实，这都是误区。

核心
阅读

案例
一家公司的规章制度中规定：因公

司业务需要延长工作时间，一律不按加
班论处。这一规章制度在没有经职工
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也没有与
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的情
况下，可以依据规章制度否认员工加班
吗？

说法
公司不得否认加班。《劳动合同法》第

4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
劳动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
利、履行劳动义务。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
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
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
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

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
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
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
等协商确定。”公司的规章制度涉及到吕女
士等员工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等合法
的切身利益，却没有履行相关程序，且严重
违反国家关于加班、加班工资支付的相关
规定，决定了对全体员工没有约束力。

领导故意不审批，就可以否认加班111
误
区

案例
钟女士从公司离职时，曾要求公司

一次性支付其任职两年来共计 23 天的加
班费。公司虽然认可钟女士偶尔有过加
班的情况，但以钟女士不能证明具体时
间、实际天数、加班内容为由拒绝。请
问，只要有过加班行为就可以索要加班
费吗？

说法
钟女士不得索要加班费。《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
解释（一）》第42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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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

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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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提供证
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
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
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
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钟女士不能举证
证明具体加班事实，其应承担不利后果。

在交通事故中无责任

怎么也要赔钱？

律师信箱

编辑同志：
不久前，我驾驶车辆时把李某撞伤

了。当时我是正常行驶，而李某是从非
人行通道闯马路，故交警认定李某负事
故的全部责任。由于我无责任，车辆又
买有交强险，就以为自己没事了。不
料，李某竟然要求我赔偿他的损失，交
警也说我很可能要赔些钱。请问：驾车
方不承担事故责任怎么也要赔钱？

读者 连方华

连方华读者：
驾驶人员通常认为，驾车撞伤非机

动车驾驶人或行人，如果自己一点责任
都没有，自然就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其
实不然。《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76 条第 1
款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
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
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
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
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
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
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
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
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
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
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
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
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
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
超过 10％的赔偿责任。”由此可见，机
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
交通事故的，即使事故责任完全在对
方，机动车一方也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责
任。法律如此规定，是考虑到在交通活
动中，机动车危险性大，而行人和非机
动车相比而言处于“弱者”地位，因此机
动车一方应该承担更重的注意义务。

至于机动车一方究竟要不要掏钱，
这要看受害方遭受的各项损失的大小。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
第 8 条第 1 款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被保险人在
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交通事
故，致使受害人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
损失，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损害
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交强险合同的约
定对每次事故在下列赔偿限额内负责
赔 偿 ：（一）死 亡 伤 残 赔 偿 限 额 为
180000 元；（二）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
18000 元 ；（三）财 产 损 失 赔 偿 限 额 为
2000 元；（四）被保险人无责任时，无责
任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 18000 元；无责
任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 1800 元；无责
任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 100元。”

本案中，如果李某的各项损失均在
上述第 4 项所规定的限额内，那么由保
险公司理赔就行了。如果李某的损失超
过了上述各项限额，那么你应对超过部
分按不超过 10％的比例赔付。

律师 潘家永

按规章制度办理，就可以否认加班222
误
区

只要有加班行为，就可以得加班费333
误
区

案例
因为生产需要，郭女士所在的公司

要求其周一、周二各加班 3 小时。但在
接下来的几天，郭女士并没有加班。那
么，在当一周总上班时间只有 30 小时的
情况下，郭女士能以有过超时记录而索
要加班费吗？

说法
郭女士不得索要加班费。关于加班的

认定，应当根据劳动法和《关于职工工作时
间的规定》《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
以及《关于职工全年月平均工作时间和工
资折算问题的通知》等相关规定进行认定。
即：年工作日为 250 天，即 365 天－104 天

（休息日）－11天（法定节假日）；季工作日
62.5天，即 250天÷4季；月工作日为 20.83
天，即250天÷12月；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
每周工作 40 小时。与之对应，虽然郭女士
周一、周二各加班 3小时，但因该周上班只
有30小时而不得认为是加班。

颜梅生

只要有超时记录，就可以得加班费444
误
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