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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的生育金，离婚时丈夫也要分？

疫情防控期间，事关劳动关系的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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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养老“未雨绸缪”，如何自行选定日后监护人

法律讲堂讲堂

肖某香读者：
你可以现在自行选定日后的监护人。
这里涉及事先监护又叫意定监护，指

的是被监护人在自己尚具备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和清晰真实的意思表示之时，确定
自己的监护人，商定在自己完全或者部分
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后，由该监护人全权负
责自己的人身、财产权益。

民法典第33条规定：“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
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
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

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
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即我国法律
对事先监护持肯定态度，允许被监护人

“未雨绸缪”，早早选定、确立自己的监护
人，避免违背自己意愿的人成为监护人乃
至侵害自己的各项权益。其要件为：主体
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协议
要经过被监护人和监护人的共同协商；必
须以书面形式订立。

民法典第34条还指出：“监护人的职
责是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保
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

他合法权益等。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职
责产生的权利，受法律保护。监护人不履
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
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因发生突发事件
等紧急情况，监护人暂时无法履行监护职
责，被监护人的生活处于无人照料状态
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
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应当为被监护人安
排必要的临时生活照料措施。”即事先监
护确定的监护人必须依法行使权利、承担
义务。

江西省兴国县人民法院法官 颜梅生

年届67岁的我，虽然
积蓄不菲但却疾病缠身，
出于担心自己没有行为能
力后无人照料、被他人侵
夺财产，我想趁自己清醒
时未雨绸缪，选定一名信
得过的人，作为自己完全
或部分丧失行为能力时的
监护人。

请问：这样做可行吗？
读者 肖某香

■ 桂芳芳 陈倩

结了婚是家人，离了婚是仇人？“我生
孩子的生育津贴他也要分？”很多女性不能
接受的是，离婚时撕破脸皮争夺的财产可
能还包括生育津贴。

生育津贴是女性特别享有的生育待
遇，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呢？离婚时是
否能分割？笔者通过分析真实的法院判决
来帮助大家寻找答案。

判决一
生育津贴具有人身依附性和专

属性，属于个人财产

一对夫妻结婚后，2013年12月生育一
女孩，2014年5月由法院判决离婚。女方
在离婚半年后共计领取了近3万元生育津
贴，因此男方另行起诉，主张该笔款项为夫
妻共同财产，要求依法分割。

法院认为，男方要求分割的是女方在
离婚后取得的生育津贴，故应对生育津贴
的财产来源、性质等一并予以考察，据以判
断该部分财产的归属。在我国，生育保险
是国家通过立法，对怀孕、分娩女职工给予
生活保障和物质帮助的一项社会政策，其
目的在于通过向职业妇女提供生育津贴、
医疗服务和产假，帮助其恢复劳动能力，重
返工作岗位。

根据法律规定，生育保险金系为保障
女职工生育期间的基本生活和基本医疗
保健需要设立，生育保险费由女职工所在
单位依法自行交纳，且不得从职工所得工
资中扣除，故从款项来源上讲，该款并非
来自女方工资所得。且本案中，女方于结
婚同年产女，从交款时间段上看，亦不全
是双方婚后交纳。而从生育津贴的性质
而言，其系国家对女职工提供的专门保
障，目的系帮助女职工恢复劳动能力，故
具有人身依附性和专属性。对该部分财
产的性质，因无明确法律规定，故应参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18条第（二）

项的规定进行处理，该款应为女方个人特
有财产。

判决二
生育津贴属于个人财产，生育医

疗费补贴系共同财产

男女双方于2013年11月登记结婚，
2014年7月生育女儿，女方领取了生育生
活津贴 1.5 万元，生育医疗费补贴 3000
元。2014年11月，女方带着女儿离家后双
方开始分居。2014年12月，女方起诉要求
离婚。男方同意离婚，但要求分得一半女
方的生育金。

法院认为，该生育金分为两部分，一是
生育生活津贴，该津贴是针对妇女怀孕生
产而给予的生活补贴，故应归女方个人财
产为宜；二是医疗费补贴，鉴于医疗费是双
方在共同生活期间的共同支出，故该医疗
费的补贴应当各半所有。

判决三
生育津贴属于共同财产，已消耗

完毕的不予分割

男女双方于 2015 年 7月登记结婚，
2018年2月生育一女。婚后双方为琐事产
生矛盾，于2018年3月分居，分居期间女儿
随女方生活，女方母亲数次转账给女方将
近4万元作为生活补贴。

2019年5月，女方收到生育金2.8万余
元。2020年法院判决双方离婚，后男方上
诉要求分割生育金。截至二审判决之日，
女方该银行卡余额0.58元。

法院认为，首先，根据查明的事实，双
方在离婚前分居逾两年，女儿在此期间跟
随女方共同生活，女方花费大于男方，且女
方在生育期间工资较低，女方母亲多次补
贴女方。生育金的使用，应当以维持、恢复
和增进生育妇女身体健康并使婴儿得到更
好的照顾和哺育为宗旨，优先保障女方及
婴儿的基本生活。

其次，双方均确认生育金打入女方银
行账户，金钱并非特定物，夫妻双方对共同
所有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该账户至离婚
诉讼二审判决之日仅余0.58元。故男方主
张分割女方生育金之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判决四
生育津贴属于共同财产，基于保

护妇女儿童权益的原则不予分割

男女双方于 2017 年 8月登记结婚，
2018年10月生育一女。二人婚后常因家
庭琐事产生矛盾，女方因此起诉离婚。男
方同意离婚，但认为女方于2018年12月
领取生育津贴、生育补助等合计3万余元
属于共同财产，女方认为该笔费用不属于
夫妻共同财产，不应当分割。

法院认为，职工生育保险是国家通过
立法，在怀孕和分娩的妇女劳动者暂时
中断劳动时，由国家和社会给予必要的
经济补偿。女方作为在职职工依法领取
的职工生育保险金具有工资性质，是夫
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收入，属于夫妻
共同财产。

本案中，因女方生育后即携女儿居住
生活于娘家，生育保险金用于女儿及其
个人日常支出的情况客观存在，男方在
庭审中认可此期间未支付过女儿的生活
费用，且男方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职
工生育保险金仍全额留存。根据维护妇
女和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的原则，法院
对男方要求分割生育保险金的主张不予
支持。

判决五
生育津贴和生育医疗费都属于

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

男女双方于2016年11月经人介绍相
识相恋，随后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女。
2019年2月，女方收到生育医疗费和生育
津贴4万余元（其中生育津贴39444元），

并在当天进行转存，半月后支取4.6万元。
法院判决准予双方离婚，女儿随女方共同
生活。男方上诉要求分割生育津贴以及生
育医疗费。

法院认为，生育医疗费是指女职工因
怀孕、生育或流产，以及职工因实施计划生
育手术所发生的医疗费用。根据女方提交
的生育医疗费、生育津贴报销支付单及其
陈述，能够证明女方报销所得的生育医疗
费，系女方以个人医保先行垫付生育医疗
费用，后由生育保险基金报销取得，因此，
女方报销所得的生育医疗费应为夫妻共同
财产，予以分割。

生育津贴是法律法规规定对女职工因
生育离开工作岗位期间，给予生活费用的
生育待遇。生育津贴系女职工因不能工作
而通过生育基金或单位发放的代替工资的
费用。该费用数额及形成原因依托于职工
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具有工资性
质，因此，女方的生育津贴属于夫妻共同财
产，予以分割。

点评

结合上述5个判决可以发现，目前法律
对婚后取得的生育金是个人财产还是共同
财产缺乏具体的规定。法院对此尚无统一
的判决标准，有的案件认定为个人财产不
予以分割，有的认定为共同财产。但即使
认定为共同财产，也可能基于维护妇女儿
童权益的原则或者在生育津贴已经处分、
用于女方及孩子基本生活开支的情况下，
对此不予以分割。

因此，即使生育津贴可能被认定为共
同财产，但是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
分权，只要将生育津贴用于子女抚养和日
常生活，一般并不被认定为超范围使用夫
妻共同财产，那么也不会事后再去分割这
笔款项了。

婚姻关系，在一起时讲的是感情，分开
时讲的是德行，将各自的财产收拾干净，从
此以后，秋云春水，千山暮雪，各自珍重。

（作者系上海家与家律师事务所律师）

■ 杨朔

开心麻花团队创作的小品《还不
还》聚焦社会现实，用诙谐幽默的表演
再现“借钱容易、还钱难”的社会现象，
引发观众笑声不断。

小品以艺术表现方式反映了社会
生活，让我们一同翻开民法典，寻找那
些日常生活中法律困惑的答案。

借钱后不好意思开口要
回？请注意诉讼时效

小品中，老沈的老同学多次借款
给老沈，老同学念及多年情谊不好意
思直接向老沈提出还钱的要求，反而
在老沈的“哄骗”下数次慷慨解囊。如
果老同学最终忍无可忍将老沈告上法
庭要求还款16万元，能要回全部欠款
吗？

答案是可以，但是需要举证证明
未超过诉讼时效。

出借人行使要求返还借款的权利
应遵守民法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诉
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
使权利，义务人有权提出拒绝履行抗
辩的法律制度。民法典第188条规
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
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法律另有规定
的，依照其规定。

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如果借
贷双方约定了还款期限，诉讼时效从
还款期限届满的次日开始计算。如果
未约定还款期限，诉讼时效从出借人
主张返还的次日开始计算。

此外，出现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
时可以重新计算诉讼时效期间。民法
典第195条规定了能引起诉讼时效中
断的几种情形，包括（一）权利人向义
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
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
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
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出借
人可以通过提交具有催款内容的聊天
记录、短信、录音、催收通知等材料来
证明曾向借款人提出过履行请求。

小品中，艾伦和常远出于同学情
谊并未开口向老沈直接提出还款要求，可能出现多
笔借款因诉讼时效届满而丧失胜诉权的情形。此
时，艾伦和常远可以积极和老沈沟通，用情理打动债
务人，促成债务人主动还款或者达成还款协议。

离婚后“净身出户”，债权人还能要回借
款吗？

小品中，老沈为了躲避债权人催债，与妻子离婚
后“净身出户”，将名下的房产和存款转给妻子。面
对一文不名的老沈，债权人便无计可施了吗？答案
是否定的。

首先，我们要判断老沈为了经营生意所欠下的
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民法典第1064条对
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做出了规定，基于夫妻共同意
思表示所负的债务、用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
债务以及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所负的
债务均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小品中，老沈向亲戚朋
友借款用于投资经营，如果债权人能够举证证明夫
妻双方均实际参与了经营活动，经营收益用于改善
家庭生活，夫妻双方均对负债情况知情，那么可以认
定构成夫妻共同债务。

民法典第1089条规定，离婚时夫妻共同债务应
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或者财产归各自所
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
决。在这种情形下，老沈夫妇居住的房屋可以用来
偿还借款。

其次，如果老沈所欠下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
债务，艾伦和常远可以考虑起诉撤销老沈离婚转移
财产的行为。民法典第538条规定，债务人以放弃
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
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其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
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
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

小品中，老沈有意通过离婚逃避还款义务，放弃
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侵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
益，那么出借人可以行使债权人撤销权，撤销老沈夫
妇离婚时达成的财产分割协议，成功要回借款。

业主未缴纳物业费，物业公司能停水停
电吗？

小品中，老沈长期欠缴物业费和水电费，家里停
水多日，只能用暖气片里的热水来招待老同学常远和
艾伦。小品情节的设定令人捧腹大笑，那么在现实生
活中，如果业主长期欠缴物业费，物业公司能使用断
水断电的手段来催缴物业费吗？答案是否定的。

小区业主分别与物业公司和供应能源的供水、
供电企业签订物业服务合同与供水、供电合同，多个
合同之间相互独立。民法典第654条、第656条规
定了用水、用电人拒不缴纳水费电费，供水、供电单
位可以依照法定程序采取停水、停电措施。民法典
第944条第三款也有明确规定，“物业服务人不得采
取停止供电、供水、供热、供燃气等方式催交物业
费。”

实践中，部分物业公司从供水、供电企业获得了
代为收费、代为进行简单维修等服务授权，但是其并
没有取代供水、供电企业成为供水、供电合同的当事
人，物业公司不能利用自己作为物业管理人的便利
条件随意侵害业主的用水、用电权益。

（作者系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

■ 潘家永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劳动用工
中，涉及劳动报酬和解聘员工的劳动争
议纠纷明显增多。在众多劳动关系纠纷
中，有部分系企业以疫情防控为名所致，
也有极少数是员工无视疫情防控要求所
致。

员工被隔离，企业能否少发或停
发工资？

2022年3月19日，某公司员工陈某到
某商城购物，第二天，防疫部门通告一名核
酸检测阳性者曾于3月19日进入该商城，
经排查，陈某为密切接触者,遂被隔离。陈
某担心自己被隔离期间，公司会扣发其工
资。

说法

传染病防治法第 41 条第二款规定：
“在隔离期间，实施隔离措施的人民政府
应当对被隔离人员提供生活保障；被隔离
人员有工作单位的，所在单位不得停止支
付其隔离期间的工作报酬。”据此，陈某在
被隔离期间，其工资、福利待遇由公司按

出勤对待。
另外，企业因受疫情影响而停工停产

的，也应当依据不同情况保障劳动者的劳
动报酬权利。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12
条的规定，企业因受疫情影响而停工停产，
时间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应按劳动合
同规定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若超过一
个工资支付周期的，应当按规定发放生活
费。

隔离期间，劳动合同到期该怎么
办？

邵某于2019年3月28日入职某公司，
签订了3年期的劳动合同。2022年3月23
日，邵某被确定为新冠肺炎患者的密切接
触者，需要隔离医学观察数天。而此间，邵
某的劳动合同到期，由于被隔离，无论是公
司终止双方劳动合同还是与其续订劳动合
同，他都无法回公司办理相关签字手续，因
此心急如焚。

说法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妥
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指出：对新冠肺

炎患者、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在其隔离治
疗期间或医学观察期间，劳动合同到期的，
应当分别顺延至职工医疗期期满、医学观
察期期满、隔离期期满结束。据此，邵某不
必过于担心，公司应当将双方的劳动合同
顺延至其隔离期期满。

劳动合同法第48条规定：“用人单位违
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
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
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
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
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法第87条规定支付赔
偿金。”如果公司在邵某隔离期内终止双方
的劳动合同，那么就要承担违法终止劳动
合同的法律后果。

员工违反防疫要求，企业能否予
以解雇？

某餐饮公司通过民主程序制定了疫
情防控方面的规章制度，内容包括：员工
应配合健康信息核查和身份登记，按要
求提供行程信息，不得擅自外出、聚集，
从中高风险地区返回后主动居家隔离
等，若有违反即构成严重违纪，公司有权
予以解雇。新规出台后，公司进行了宣

传和告知。
2022年3月11日晚，公司厨师王某下

班后擅自赴外地某县城参加好友婚礼，次
日下午返回公司。而就在王某返还的当
天，疫情防控部门通报该县城被确定为高
风险地区，王某得知该情况后并没有当回
事，仍照常上班。后经街道通知，餐饮公司
方知此事。公司在采取相应措施的同时，
决定与王某解除劳动合同。那么，公司有
权解雇王某吗？

说法

劳动合同法第39条第（一）项规定，劳
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用
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本案中，餐饮
公司制定的有关防疫规定合法有效，可以
作为处理劳动关系的依据。而王某知道自
己曾到过高风险地区后，并没有向公司报
告情况和居家隔离，仍然继续上班，不仅违
反了公司的防疫要求，而且根据餐饮公司
的行业性质，决定了王某的行为还可能威
胁社会公众利益。此举显然属于严重违反
公司规章制度，因此，餐饮公司系合法解除
与其之间的劳动合同。

（作者系安徽警官职业学院教授、兼职
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