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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在“八小时之外”利用微信等社
交软件打卡、汇报工作事宜算不算“隐性加
班”？用人单位是否应当支付加班工资？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
一起劳动争议案件，某酒店一名高管被要
求每周五、周六深夜在微信工作群中打卡
汇报工作成果，法院判决认定为加班，综合
劳动者诉求酌定由酒店向劳动者支付加班
工资2.4万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2021年10月11日，
刘某与某酒店南京分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约定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标准为每月
3000元，工作地点为江苏省，每日正常工
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
不超过40小时。非酒店安排统一加班的，
员工必须在EHR系统上申请，经部门上级
同意后方认可加班时长；凡没有经部门上
级同意的，视为员工自愿业余时间在公司
停留，不视为加班。

员工举证

庭审中，刘某提交的微信群打卡记录
显示，某酒店江苏二区区域经理程某在微
信群里说：“疫情已经过去，中风险区域都
已解封，恢复周五、周六收益班。”区域经理
夏某在群内@田某：“自要求周五周六收益
班23：30打卡以来，把打卡和未打卡的执
行情况统计好汇总。”以及@周某：“把会上
执行力统计的那个没有执行的私发给我，
中午12点之前”。

据此，刘某在庭审中认为，在职期间多次
被领导强制要求每周五、周六23时30分在公
司微信群上传标注有打卡地点的自拍照和当
日的酒店经营报表，汇报当日的工作成果。
公司使用打卡系统是对员工的监督与管理，
包括要求下班后在工作群里实时汇报工作成
果，上述行为已构成事实上的加班。

公司辩论

公司则辩称，对于正常的加班，公司规
定了加班审批制度，员工在系统上提交加
班申请，经审批后可以认定为加班。对于
这一部分，公司已按规定给予调休或支付
了加班工资。关于收益班，是根据酒店的
客流量进行工作时间及调休，公司并未明
文规定收益班打卡制度，上述聊天记录也
提到国庆后可根据门店情况再进行调休，
可见收益班都是进行过调休的，不存在额
外的加班时间。且刘某作为酒店的高级管
理人员，有自由安排时间的权限，并不能根
据打卡的表现来确定工作时间。刘某居住
在酒店里，随时随地都可以打卡，公司没有
书面通知刘某晚上打卡，刘某周六上班由
其自行安排，故微信打卡不应认定为加班。

法院认定

法院审理后认为，劳动法关于加班的
有关规定，以线下工作为主要对象，主要以
申请、审批的流程运作，本案争议的是刘某
提出的公司强制加班又不让员工在平台提
交加班申请审批流程的“隐性加班”问题。

法院认为：对于非工作时间仍未“离线”
的员工是否属于加班，应虚化“工作场所”概
念，综合考虑劳动者是否提供了实质工作内
容认定加班情况。根据聊天记录内容及刘
某的工作职责可知，刘某在周五下班后及休
息日等利用社交软件工作，已经超出了简单
沟通的范畴，且刘某提交的排班表能够证明
酒店安排他在周五、周六完成一定工作的事
实，该工作内容具有周期性和固定性的特
点，有别于临时性、偶发性的一般沟通，体现
了用人单位管理用工的特点，应当认定为加
班，酒店应支付刘某加班工资。

酌定酒店支付刘某加班费2.4万元。判
决后原、被告均未上诉。目前，该判决已生效。

玄武区法院孝陵卫法庭庭长陈文军
说，因休息时间通过微信等方式回复工作

事宜，不是在工作场所进行且时限
难以界定，往往不会被认为是正常
加班，催生了类似本案的“隐性加
班”现象。

据法治日报微信公号

现场 女子启动汽车时撞了外婆

现场视频显示，当时老人正在院子里摘菜，身旁是一辆
新能源轿车，旁边还站着一个男子。突然，车子毫无预警地
启动，径直冲向正摘菜的老人。

一旁的男子惊叫大喊，“干什么！”他反应过来后，迅速冲
到车前去查看老人，“外婆没事吧？”

撞到老人后，车身向后退了一小段距离。一名女子赶紧
从车上下来，冲到车前失声连喊，“外婆！外婆……”

男子向女子大喊，“快打120、快打120！”
记者了解到，这起不幸的事故发生在1月14日9：09分。
视频里能清晰看到涉事车辆的型号，官方资料显示：该

型号0-50km/h加速仅需3秒，比较考验新手的操作技术。
辖区一保险公司的微信群截图显示：保险人员业务汇报

称：标的新车女驾驶员对车况不熟导致第三者死亡，死者为
驾驶员外婆。

前天上午，记者就事件的进展联系了常州市公安局。工作
人员回应称，目前正在核实当中，如有进一步消息会告知记者。

争议 类似情况保险该不该赔？

事件披露后，迅速引发网友关注和热议！
“开车前，绕车一周有必要的。”
“撞死的不仅是外婆，还有自己的人生。”
“只有走保险了，节哀顺变。”
关于事故的保险理赔问题，也是网友关注的焦点。
有网友称，“这个保险公司真的不赔”“如果是直系亲属

好像保险公司拒赔的！”
记者留意到，类似的事故浙江也曾发生过：女子驾车不

慎撞死丈夫后，又夹死了自己。
2013年6月，浙江奉化某小区的地下车库，一女子开雷

克萨斯SUV倒车，老公在车外进行指挥。
悲剧发生了！女司机没控制好倒车速度，一下子把车侧

后方的老公撞顶在车库墙上，致其当场身亡。
听到后面丈夫的惨叫，女司机一心慌又误踩了油门，自

己把头伸出去，结果夹在车和墙壁之间，也不幸遇难。
悲剧无法挽回，接下来是保险理赔问题。
坊间常听到一种说法：被自家人用车撞了，保险是不会

理赔的。情况果真如此吗？

律师 撞了自家人保险应予赔付

“看到这样的悲剧发生，着实令人惋惜与痛心！”
浙江西湖律师事务所张泽诚律师认为：保险应当给予赔付。
该事故虽发生在自家院中，并非我们传统的马路、道路上。
但根据当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7条的规定：车辆在

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发生的事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接到报警的，参照本法有关规定办理。

对该案件的性质界定，仍然可以在交通事故、交通肇事
的范围之内。

基于该案发生的保险赔偿及刑事追责等，也可沿用常规
交通事故案件的处理方式。

对于该案情形下的保险赔偿问题，通常保险公司会以保
险合同条款中，已约定了对近亲属之间造成的交通事故不予
赔偿的约定为由，拒绝赔偿。

甚至可能还会主张：当事司机无法证明其不存在故意。
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通常认为：保险合同

系格式条款，上述条款属于对投保人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
保险公司作为格式条款的提供方，在合同订立时未采取合理

方式向投保人尽到提示义务，投保人可以主张该条款对其不适用。
而且这里的提示义务，不仅仅是保险公司要向投保人明

示有该条款的存在，更是要让投保人明白该条款存在可能会
对其造成的具体影响。

这也是保险法中对明示、明意的规定，也就是对特别条
款，要尽到充分的提示与说明义务，要让投保人明确知悉并
理解该条款的具体意思。

实例 类似案件保险被判赔了

记者注意到，广州一法院曾审理了类似亲属肇事致人死
亡案。

2016年7月，广州市一物流中心内，驾驶重型半挂车的
丈夫赵某在倒车过程中，由于盲区且未查明车后情况，不慎
撞向妻子张某，妻子不幸当场死亡。

事故后，近亲属张某新等人向保险公司主张赔偿。
保险公司抗辩称：在牵引车承保的商业三者险中，其中

免责条款明确约定，被保险机动车本车驾驶员的家庭成员的
人身伤亡损失，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

法院审理认为：保险免责条款约定，被保险机动车造成本
车驾驶人家庭成员的人身伤亡损失，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

上述条款免除了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排除了被保
险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
九条规定，上述条款无效。

因此保险公司以上述免责条款主张免责的不应支持。
法院据此作出判决：保险公司在承保的强制保险责任限

额内，赔偿死亡伤残赔偿金11万元；在承保的商业第三者责
任保险限额内，保险公司赔偿49.5万元。

法官认为，无论是根据法律规定还是交强险条款、商业三
者险条款约定，只要受害者在事故发生时不在车上，就是法律
和行政法规规定的第三者，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和赔偿对象。

延伸 女司机是否会涉及刑责？

记者注意到，对于江苏常州这起事故，还有不少网友提
出：女司机是否会涉及刑事责任？有网友称，女司机应属于
过失致人死亡或者交通肇事罪。

张泽诚律师指出，从此类案件的常规处理程序来讲，通
知交管部门处理后出具责任认定书是常态。

在交通肇事致一人死亡的责任书出具后，案件大概率会
以交通肇事罪的罪名先行立案侦查与追责。

我国刑法第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
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
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其中，死亡一人且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就在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之列。

此外，刑法还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的犯罪分子，在满足其他条件的情况下可宣告缓刑。

而刑事诉讼法也规定：对于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
大，不认为是犯罪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追究的应当撤销案
件，或不起诉，或终止审理，
或宣告无罪。

因此，基于本案当事人
之间的特殊亲情关系，该女
子被宣告缓刑甚至被免于
刑事处罚是大概率事件。

张律师提醒：学习驾驶
汽车的时候，第一个动作
就是要绕车走一圈，观察
情况。

生活中一定要
提高风险意识，谨慎
小心，避免发生如此
悲剧。 据橙柿互动

下班后
“微信办公”
算加班不？

女子是否构成犯罪
保险是否可以拒赔

院内驾车，不慎撞伤外婆致其死亡

连日来，江
苏常州一桩车祸
事故引发公众关
注。网传一女子
在院子里驾驶新
能源车辆，起步
时不慎把自己的
外婆撞倒，致其
重伤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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