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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照片

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发生以来， 各地出台了一

系列政策来保护劳动者利益，

稳定劳动关系， 让劳动者能

够安心。

但在实践中， 却也出现

个别劳动者恶意利用对劳动

者保护的规定谋取不当利益

的情况。

据媒体报道， 苏州的张

某因女儿发烧回家照顾， 女

儿好转后， 张某基于既不愿

意复工上班又想要获得工资

报酬的目的， 向其用人单位

谎称自己的妻子和女儿感染

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导致

自己需要被隔离而无法上班。

张某的单位负责人闻此

信息， 紧急让张某接触过的

所有员工隔离。

卫生防疫人员经过对张

某全家的病毒检测， 证明张

某及其妻子和女儿无一人感

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在此

情况下， 张某才承认自己撒

了谎， 并坦白其目的就是想

不上班还能正常取得工资报

酬。 最终， 张某被苏州工业

园区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10

日。

从这则新闻中我们可以

看出， 张某对于国家保护劳

动者的政策了解得非常清楚，

最直接相关的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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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通知中指

出的： “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患者、 疑似病人、 密切

接触者在其隔离治疗期间或医

学观察期间以及因政府实施隔

离措施或采取其他紧急措施导

致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企业职

工， 企业应当支付职工在此期

间的工作报酬。”

但是， 广大劳动者更应清

楚的是， 国家出台这些政策的

目的是保护劳动者在疫情防控

期间的合法权益， 而不是保护

劳动者的恶意行为。

如果劳动者为了不劳而获

或者其它目的， 不顾用人单位

在疫情防控中客观面临的经营

困难， 通过编造被感染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等方式恶意谋取利

益， 必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严重的可能面临刑事责任。

对于前文提到的张某来说，

除了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10 日

外， 如果其用人单位有合法有

效的规章制度， 其中对于员工

的不诚信不诚实行为规定有相

应处罚措施的， 张某的用人单

位还可以就其违纪行为进行相

应的处罚。

法律的目的在于保护公民

的合法权益， 不是为其获取不

当利益。

如果个别劳动者利用法律、

政策中保护劳动者的规定， 通

过弄虚作假等恶意行为企图获

取不当利益， 很可能会搬起石

头砸了自己的脚， 不仅不能得

到法律的支持， 还可能受到法

律的严惩。

劳动者的恶意行为不应得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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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劳动者为

了不劳而获或者其

它目的， 不顾用人
单位在疫情防控中

客观面临的经营困
难， 通过编造被感

染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等方式恶意谋取
利益， 必将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严
重的可能面临刑事

责任。

在法律规定对著作权进行

全面保护的情况下， 也留了一

个特殊的 “缺口”， 那就是著作

权的合理使用制度。

在特定的条件下， 法律允

许他人自由使用享有著作权的

作品， 而不必征得权利人的许

可， 不向其支付报酬。

那么， 如何判断是否属于

合理使用呢？

判断是否属于合理使用 ，

先要看是否符合 《著作权法》

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在下列情况下使用作品 ，

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 不向

其支付报酬， 但应当指明作者

姓名、 作品名称， 并且不得侵

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

他权利：

（一） 为个人学习、 研究

或者欣赏， 使用他人已经发表

的作品；

（二） 为介绍、 评论某一

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 在作

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

作品；

（三 ） 为报道时事新闻 ，

在报纸、 期刊、 广播电台、 电

视台等媒体中不可避免地再现

或者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

（四） 报纸、 期刊、 广播

电台、 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者

播放其他报纸、 期刊、 广播电

台、 电视台等媒体已经发表的

关于政治、 经济、 宗教问题的

时事性文章， 但作者声明不许

刊登、 播放的除外；

（五） 报纸、 期刊、 广播

电台、 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者

播放在公众集会上发表的讲话，

但作者声明不许刊登、 播放的

除外；

（六） 为学校课堂教学或

者科学研究， 翻译或者少量复

制已经发表的作品， 供教学或

者科研人员使用， 但不得出版

发行；

（七） 国家机关为执行公

务在合理范围内使用已经发表

的作品；

（八 ） 图书馆 、 档案馆 、

纪念馆、 博物馆、 美术馆等为

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 复

制本馆收藏的作品；

（九） 免费表演已经发表

的作品， 该表演未向公众收取

费用， 也未向表演者支付报酬；

（十） 对设置或者陈列在

室外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进行

临摹、 绘画、 摄影、 录像；

（十一） 将中国公民、 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已经发表的以

汉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品翻译成少

数民族语言文字作品在国内出版

发行；

（十二） 将已经发表的作品

改成盲文出版。

前款规定适用于对出版者 、

表演者、 录音录像制作者、 广播

电台、 电视台的权利的限制。

除了 《著作权法》 中对合理

使用的规定以外， 《信息网络传

播权保护条例》 中第六条也规定

了合理使用： 通过信息网络提供

他人作品， 属于下列情形的， 可

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 不向其支

付报酬：

（一） 为介绍、 评论某一作

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 在向公众

提供的作品中适当引用已经发表

的作品；

（二） 为报道时事新闻， 在

向公众提供的作品中不可避免地

再现或者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

（三） 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

科学研究， 向少数教学、 科研人

员提供少量已经发表的作品；

（四） 国家机关为执行公务，

在合理范围内向公众提供已经发

表的作品；

（五） 将中国公民、 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已经发表的、 以汉语

言文字创作的作品翻译成的少数

民族语言文字作品， 向中国境内

少数民族提供；

（六） 不以营利为目的， 以

盲人能够感知的独特方式向盲人

提供已经发表的文字作品；

（七） 向公众提供在信息网

络上已经发表的关于政治、 经济

问题的时事性文章；

（八） 向公众提供在公众集

会上发表的讲话。

当然， 法律规定的合理使用

范围过于狭小， 其实已经跟不上

司法实践的发展， 如果有前瞻地

去看待这个问题， 可以参考 “三

步检验标准”， 即： 只能在特殊情

况下作出、 与作品的正常利用不

冲突、 没有无理损害权利人的合

法权益。

比如电视台有一类称之为

“影片鉴赏” 的节目， 具体流程是

这样的 ： 主持人在节目的开始 、

中间以及最后分别出场三四次 ，

其他时间都在放映一部电影， 整

个节目大概一个多小时， 将电影

基本放映结束。 这算是合理使用

吗？

对于这种情况就要考虑 “必

要性”， 电视台需要说明用这样的

方式介绍某一作品的必要性在哪

里。 当它超出必要， 就可能侵犯

作品的相关权利。

著作权的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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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定的条件

下， 法律允许他人

自由使用享有著作
权的作品， 而不必

征得权利人的许
可， 不向其支付报

酬。

每年 3 月 15 日 “国际消

费者权益日”， 消费维权的宣

传 、 咨询都会轰轰烈烈地展

开。 那么消费者在权益受到侵

害后， 应该如何通过合理的途

径维护自己的权利呢？

第一步， 当然是自行和商

家协商交涉， 同时注意收集相

关证据。

如果纠纷能够通过协商解

决， 无疑是省时省力。 一般来

说 ， 如果分歧不大 ， 要求合

理 ， 通常还是可以自行解决

的 。 但如果对方态度一直良

好， 但久拖不决， 建议消费者

就不要一直等待了， 应及时采

取其他措施。

此时， 消费者可以根据商

家和具体问题的不同， 向相应

的主管部门投诉举报， 比如向

市场管理部门投诉。

如果商家还涉及其它问

题， 比如食品卫生问题， 可以

向卫生部门举报； 涉及房产问

题， 可以向住建委等主管单位

投诉。

通过这些投诉， 一是可以

让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调查处理

不良商家， 净化市场； 二是针

对消费者维权问题， 由政府部

门协调处理。

有时， 商家的行为并未涉

及违法， 主管部门不愿或者无

法进行处理， 那么消费者还可

以寻求消费者协会的帮助， 由

他们进行调解。

但要注意的是， 消费者协

会并非公权力机关， 他们并无

强制执法权， 调解也须建立在

自愿的基础上。

如双方对于纠纷如何解决

分歧较大 ， 或者商家拒绝调

解， 那么消费者协会也没有处

罚的权力。 遇到这种情况， 消

费者可以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

起诉讼。

但是， 向法院起诉要注意

提前收集证据， 如双方发生交

易事实的证据、 消费者付款的

证据 、 消费者受到损失的证

据、 损失与商品质量或服务质

量有关的证据等。

因为消费维权诉讼一般适

用 “谁主张谁举证” 的规则，

如果不注意收集证据， 可能会

造成主张得不到充分支持或者

面临败诉。

在上述路径之外， 消费者

也可以向媒体求助， 寻求他们

的关注和支持。 如果媒体愿意

进行调查和报道， 一方面也许

能解决消费者的问题， 另一方

面也能起到曝光的作用， 以免

更多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

最后需要提醒的是， 消费

者维权需要有法律撑腰， 维权

也应依法进行。 除了 《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 和各地的相应实

施条例之外， 与消费者维权有

关的法律还有很多。

最常碰到的有 《产品质量

法》、 《食品卫生法》、 《合同

法》、 《商标法》、 《广告法》、

《侵权责任法 》、 《价格法 》、

《民事诉讼法》 等， 此外其他

很多法律法规中也有与消费者

维权的相关规定。

如果有必要， 消费者可以

向律师咨询求助， 获得法律层

面的指点和帮助。

消费维权要靠法律撑腰

除了 《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 和各

地的相应实施条例
之外， 与消费者维

权有关的法律还有
很多。

最常碰到的有

《 产 品 质 量 法 》 、

《 食 品 卫 生 法 》 、

《合同法》、 《商标
法 》 、 《广告法 》 、

《 侵 权 责 任 法 》 、

《价格法》、 《民事
诉讼法》 等， 此外

其他很多法律法规
中也有与消费者维

权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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