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公司例会上以“找内奸”为由突查员工手机，有公司擅自恢复员工办公电脑已删除聊天记录——

用人单位对待员工个人信息勿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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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陶稳

“我只是正常上个班，竟然说我泄露公司

机密，要求查手机微信聊天记录和通讯录，不

让查就辞退。”今年 3 月，在湖北武汉一家医

疗科技有限公司工作的林女士，遇到了一件

让其气愤的事。

3 月 7 日，公司在例会上以“找内奸”为

由，提出要查看员工手机，原因是有人泄露了

公司的组织架构和人员信息。迫于无奈，员

工们接受了检查，但没想到第二天，公司要求

再次查看手机。这次林女士拒绝配合，公司

却以此认为林女士就是“内奸”，强行将其辞

退，并拒绝给予赔偿。

用人单位是否有权查看劳动者的微信聊

天记录？用人单位基于用工管理权对劳动者

个人信息进行收集处理的行为边界在哪？劳

动者的隐私权受到侵害时应该怎么办？

不让查手机违反了规章制度？

林女士告诉《工人日报》记者，2021 年 6

月，她入职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在职期间并

不存在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行为。

公司出具的员工辞退通知书上却称，林

女士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及严重失职，达

不到公司的岗位要求，给予解除劳动合同处

理，且无须支付劳动补偿金。

“不让查手机属于违反规章制度？”林女

士对此不解。她表示，公司不仅拒绝支付劳

动补偿金，还扣下其 2 月 1 日至 3 月 8 日的绩

效工资，甚至在将其赶出办公区域时，强行检

查其私人背包。

吉林正基律师事务所律师熊星星认为，

用人单位检查劳动者手机微信聊天记录的做

法，侵犯了劳动者的个人信息权、隐私权、人

格尊严等，甚至涉及侵犯第三人隐私。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二条，自然人

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

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这一权

益。”熊星星说，劳动者手机里的微信聊天记

录及通讯录属于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用

人单位无权查看，也无权检查私人背包。如

果林女士的绩效考核不存在问题，公司也无

权克扣其绩效工资。

“如果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主张的重大

过失和泄露机密，仅因为劳动者不配合查看

手机微信而将其辞退，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需要支付赔偿金。”熊星星还强调，用人单

位未经同意收集的员工个人微信聊天记录，

不应当作为法律证据被采信。

目前，林女士正在申请劳动仲裁。

擅自恢复劳动者已删除聊天记录被判违法

不久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也披

露了一则涉及侵犯员工个人信息的劳动争议

案件。

马某与一家环保公司已连续两次签订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第二次劳动合同期满前，

该环保公司以马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

决定不续合同。

马某认为，自己不存在违反公司规章制

度的行为，公司不续签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应支付赔偿金。

公司称，马某存在伪造病假、骗取休假等

违纪行为，违反了公司奖惩制度规定。证据

来源于马某与公司同事的微信聊天记录，而

这些聊天记录是通过恢复马某工作电脑上已

删除的数据得来的。

北京二中院民五庭法官助理王琳琳表

示，知情同意是用人单位信息处理的合法性

基础，非必需信息处理需另获劳动者明示同

意，劳动者也享有撤回同意的自决权。用人

单位收集处理员工信息的目的应明确、合理，

且与用工管理直接相关。例如，用人单位在

公车上安装 GPS 定位系统、在办公场所安装

视频监控等行为，若出于防止公车私用或为

了公私财物安全，则具有正当性。但上述行

为若出于窥探劳动者隐私、为日后可能出现

的诉讼广泛收集证据材料的目的，则超出正

常工作需要，严重侵害了劳动者个人信息甚

至隐私的边界，用人单位由此收集到的证据

材料也不应被法院采信。

“本案中，该环保公司获取马某私人聊天

记录的行为，一方面是为了对马某进行处分

而收集的个人私密信息，另一方面是为了赢

得诉讼而收集的证据材料，均超越了劳动合

同涵盖的概括授权范围，侵害了马某享有的

个人信息权益。”王琳琳分析道。

最终，北京二中院作出生效判决认为，该

公司擅自恢复员工已删除数据并采集作为内

部处分依据及本案证据的行为，构成对马某

个人信息的不当使用，也违背了个人信息保

护的核心要旨，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单位收集处理员工信息行为边界须厘清

数字化背景下，除了查看手机微信聊天

记录，职场中存在的侵犯个人信息、隐私的行

为，还包括监控办公电脑、监听工作手机、在

更衣室等地安装摄像头、GPS跟踪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法室副

主任王天玉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劳动合同法第八条规定，用人单位有权了

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

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虽然此项规定将劳动

者提供个人信息的范围限定为‘与劳动合同

直接相关’，但由于没有清晰的细化解释和法

律责任，用人单位能够轻易超越适当范围要

求劳动者提供个人信息。”

“民法典第六章明确规定‘个人信息保

护’之后，劳动法律和政策并未及时跟进，对

劳动者个人信息的认识仍停留在‘个人基本

情况’阶段，造成了制度衔接的断档，也是导

致用工管理权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边界不清

的原因。”王天玉说，边界不清容易导致劳动

者个人信息被过度、违规收集使用。他建议，

应结合劳动关系特点制定具体的保障机制，

形成“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劳动者个

人信息保护专门规定”的逐级递进式规范体

系。司法实践中，可以以列举的方式限定用

人单位收集信息的范围。同时加强劳动行政

监察执法，增进劳动者维权意识并拓宽救济

渠道。

从劳动者角度看，熊星星建议，劳动者个

人信息权受侵犯时，应及时与用人单位沟通，

要求其停止侵权，同时注意收集、保存好相关

证据。如果用人单位未及时予以纠正或者因

之前的侵权行为给劳动者带来损害的，劳动

者可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本期主持人 本报记者 陈丹丹

编辑您好！
我今年 76 岁，河南洛阳人。前段时间，孩子说要带

我去北京转转。我们找了一家旅行社，提前跟他们说了

我身体不好、腿脚也不方便、癌症复发转移到了骨髓这些

情况，还签了《北京市国内旅游合同》。旅行社说我们这

是家庭式自由结伴行，时间地点都比较轻松自由。

但是旅游期间，导游并没有根据我的身体状况进行

必要的安全提醒或提供辅助器具。一次，在“自由活动”

期间，我在公园里不小心摔倒了。导游和亲人赶紧把我

送到了医院，我被诊断为股骨粗隆间骨折等多项疾病。

我特别生气，觉得旅行社并没有按照约定提供《行程

须知》，明明知道我身体不好却不进行提醒，因此想要起

诉旅行社赔偿我医疗费、护理费。

请问，外出旅游时，像我这样身体不好的老人“自由

活动”时受伤，旅行社是否应该承担责任？

河南 郭女士

郭女士您好！
根据旅游法第七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

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在

旅游者自行安排活动期间，旅行社未尽到安全提示、救助

义务的，应当对旅游者的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承担相应责

任。因此，旅行社对于提前告知过身体状况的老弱病孕

等旅游者，应进行特殊标注，提供详细而适当的旅游线路

及出行方式，并出示《行程须知》，根据旅游者身体状况进

行必要的安全提醒或提供辅助器具。

此外，考虑到旅游者在身体虚弱且行动不便的情况

下，仍选择参加旅游，旅游者也负有一定自甘风险的责

任。因此，旅行社并非要承担全部责任。法院会酌情判

令旅行社赔偿您部分费用，剩下的部分由您个人承担。

在此也提醒，老弱病孕等旅游者应根据自身健康状

况选择适度的旅游产品，在旅行期间更应注意自身安全，

听从导游指挥，不将自己置于风险之中，尽量选择与亲属

结伴而行，不要“独自享受行程”。

一旦发生意外事件，旅行社应本着“健康至上”原则

紧急送医，妥善处置，旅游者应尽量与旅行社协商解决纠

纷，如果协商不成，可以拨打各省市旅游局的投诉电话或

者拨打消费者投诉电话 12315，按照投诉流程进行办理。

需要提醒的是，旅游者应注意留存纠纷发生期间的相关

证据。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 杨闻

法 问G

病弱老人旅行时受伤
旅行社是否要担责

读者来信

为您释疑

阅 读 提 示
用人单位是否有权查看劳动者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人单位基于用工管理权对劳动者

个人信息进行收集处理的行为边界在哪？劳动者的隐私权受到侵害时应该怎么办？

劳动者可以同时有两个单位吗
说 案G

【以案说法】

本报记者 吴铎思

劳动者能与两家用工单位建立劳动关系

吗？日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

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陈小（化名）与两家用人

单位均存在劳动关系。

【案情回顾】

2017 年 7 月，陈小到新疆某食品公司工

作。其间，陈小又与乌鲁木齐某公司建立劳

动关系，这家公司为他缴了社会保险。2018
年 12月，新疆某食品公司与陈小签订临时工

劳动协议，协议中的期限、工资报酬及工作时

间均未进行明确约定。

2019 年 2 月，新疆某食品公司派陈小参

加社区分配的巡逻任务，其间陈小突发疾病

经抢救无效死亡。其家人向乌鲁木齐经济技

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

会提出仲裁，仲裁裁决：确认 2019 年 2 月 14
日陈小与新疆某食品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

系。新疆某食品公司不服，提起诉讼。

【庭审过程】

新疆某食品公司认为，陈小为公司提供

的是劳务服务，他是乌鲁木齐某公司的正式

员工，该公司为其缴纳养老保险。陈小是在

乌鲁木齐某公司工作结束后，利用业余时间

在新疆某食品公司参加社区组织的巡逻工

作，公司按出工情况核算劳务费。陈小不享

受公司各项福利待遇，也不受公司规章制度

及劳动纪律的约束。同时，陈小猝死时所提

供的是社区巡逻的劳务服务，此项劳务并非

公司业务组成部分，况且其作出了因患病产

生的风险亦由其自担的承诺。因此陈小提供

劳务过程中产生的风险与公司无关。

陈小家人认为，陈小一直为新疆某食品

公司提供劳动，公司支付其报酬，工作内容和

工作时间都受公司管理，符合构成劳动关系

要件，且双方签订了临时工协议，协议中包含

了劳动合同法的内容。事实可以证明陈小与

新疆某食品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

为，劳动合同法并未明确规定劳动者与多个

用人单位建立双重劳动关系属于违法，仅明

确劳动者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

完成本单位工作任务造成影响的，用人单位

可以随时解除劳动关系。陈小在完成乌鲁木

齐某公司工作任务后，即到岗新疆某食品公

司提供劳动，陈小提供的工作存在持续性，因

此双方建立的是稳定的劳动用工关系。新疆

某食品公司与陈小在履行临时工劳动协议期

间，符合劳动关系建立的实质要件，双方存在

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判决新疆某食品公司与

陈小存在劳动关系。

新疆某食品公司不服，向乌鲁木齐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审判结果】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陈小在乌鲁木齐某公司工作期间

作息时间固定，该公司没有禁止陈小与

其他单位建立劳动关系。陈小在新疆

某食品公司收取餐饮垃圾纸壳的工作

是新疆某食品公司餐饮业务不可或缺

的组成部分，巡逻任务亦是公司作为企

业承担社会责任应当完成的工作，因

此，陈小在新疆某食品公司工作期间不

论从事收取餐饮垃圾纸壳还是完成巡

逻任务都是受公司的安排和管理，公司

以月为计算薪酬时间标准向陈小支付

报酬，双方符合劳动关系在人格上、经

济上的从属性，应认定陈小与新疆某食

品公司已构成事实劳动关系。

公司向犯错员工追偿得先通知后扣钱
本报讯（记者刘旭）4月3日，沈阳市某科技服务公司员工张

丽拿到了扣发的工资2000元，同时支付了企业损失赔偿500元。

沈阳市皇姑区劳动争议多元调处中心明确，企业因员工受损应先

支付员工工资后追责，且不得超过劳动者当月工资的20%。

2022年 10月，张丽到该科技服务公司工作，约定每月工资

2500元。当月，张丽因工作被投诉，致使公司损失6000元，公司

扣发张丽当月工资 2000元。张丽不服，提出辞职。2022年 12
月，张丽到沈阳市皇姑区劳动争议多元调处中心申请调解。

该公司总经理赵伟表示，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 16
条，因劳动者本人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用人单位

可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要求其赔偿经济损失。经济损失的赔

偿，可从劳动者本人的工资中扣除。

多元调处中心明确，员工因本人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公

司直接经济损失，公司可要求员工承担赔偿责任，从其工资

中扣减赔偿费，但每月扣除的部分不得超过劳动者当月工资

的 20%。公司扣减赔偿费，应提前书面告知扣除原因及数

额，未经书面告知不得扣除。应先支付工资再扣赔偿款，该

调解结果得到了劳资双方的认可，最终企业方同意支付拖欠

工资 2000 元，张丽赔付企业损失 500 元，最后企业给付张丽

1500元。

调解员冯慧表示，公司可以在规章制度、劳动合同、专项合

同中设计赔偿条款，对须赔偿事项、过错分担、赔偿额度等进行

明确规定。扣除赔偿费后，员工领取的月工资余额不得低于当

地最低工资标准。如果一个月的扣除不足赔偿费总额的，公司

可以逐月扣减、累积计算。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员工因故意

或重大过失造成公司直接经济损失，在双方劳动合同解除或终

止时，公司可要求员工一次性赔偿。但企业扣减赔偿费时应当

取得员工本人书面确认，员工拒绝书面确认的，则依法做出书

面告知。 （当事人为化名）

判决确定丧偶儿媳
对婆婆不具赡养义务
本报讯（记者周倩）丧偶儿媳对婆婆有

赡养义务吗？近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公布一起案例，法院认定，随着配偶去世

婚姻关系终止，儿媳协助的赡养义务也自然

终止。

张老太一直随长子周某生活，周某去世

后，随丧偶儿媳张某敏生活，张老太还有另外

两个儿子一直未支付过赡养费用。张老太向

法院起诉要求两个儿子支付 2008 年 12 月至

2020年 2月期间赡养费 20余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张老太起诉时年满 88
周岁，早已丧失劳动能力，且行动不便，每月

仅靠领取国家养老补贴 700 余元生活，无其

他收入。长子周某去世前，张某敏作为其配

偶，有协助周某履行赡养的义务，但协助义务

并非赡养义务，且上述规定只适用于夫妻关

系存续期间。周某去世后，随着婚姻关系的

终止，张某敏协助的赡养义务也自然终止。

赡养费的追索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被赡养

人可以就已发生的赡养费向赡养义务人进行

追索。法院结合当地的经济水平、被赡养人

的实际需要、赡养人的经济能力，酌定张老太

的两个儿子每人向其支付 2015 年 12 月至

2020年 2月期间的赡养费 2万元。

法官表示，该案判决从法律上厘清了丧

偶儿媳对于前婆婆是否有继续赡养的义务、

赡养费用标准应如何确定、赡养费是否可以

追索等问题。肯定了丧偶的儿媳张某敏，多

年来对于年事已高、行动不便的张某予以照

料，对家庭及社会的贡献。

秦皇岛山海关

500余名师生“沉浸式”体验庭审现场
本报讯（特约记者朱润胜 通讯员王冰 李颖）“现在开庭，

传被告人到庭。”随着法槌敲响，一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

罪的法庭审理在秦皇岛市职业技术学校正式开始。

3月 23日，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

察院联合开展“‘未’爱启航”送法进校园活动，公开审理吴某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一案，这也是秦皇岛市首次在校园

开庭审理真实案件并当庭宣判。秦皇岛市职业技术学校、山

海关铁路技师学院的 500 余名师生“沉浸式”体验庭审现场，

“零距离”感受法律威严。

承办检察官介绍说：“之所以选择这个案件到学校开庭审

理，首先是提醒学生要保护好个人信息，切忌为了贪图小利而

误入歧途，不能成为网络犯罪的‘工具人’；其次是几名电信诈

骗的被害人因各种原因被骗，希望通过他们的经历，提醒大家

增强反诈防骗意识，提升自我保护能力，谨防网络贷款、刷单

兼职、主动退款等高发诈骗手段，以理智、健康、积极的心态面

对学习和生活。”

两所学校的学生们在观看了一场严肃有序的真实庭审后深

受震撼，纷纷表示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不仅要好好学习法律

知识，更要提高自己的防范意识，做知法、懂法、守法的好公民。

七旬老人找到离散亲人

3月 28日，家住安徽宁国市梅林镇对山村的七旬老人朱忠贵喜上眉梢。“没有你们的帮
忙，哪有我们今天的团圆哦！”朱忠贵老人对梅林派出所民警说。

原来，朱忠贵老人出生后，被父母寄养出去，此后就一直没有再听到过家人的音信。
2022 年 10 月，在安徽灵璧警方的协助下，两地警方帮助朱忠贵老人找到离散的亲人，82
岁的姐姐和 79岁的哥哥以及 92岁的舅舅。图为朱忠贵老人（左一）与姐姐及哥哥等亲人
相聚。 本报通讯员 高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