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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人生在勤，不索何获。劳动是人类生活的基础，是创造人类文化

幸福的基石。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要通过提供劳务创造价值，也需

要接受他人的劳务获取服务。在农村，邻里之间相互帮忙，修缮房

屋、田间劳作是常有的事；在城市，随着城市建设发展，进城务工人

员也越来越多，日常生活里，装饰装修、日常保洁、家电修缮等都需

要通过他人的劳务获取服务。而作为提供劳务者，难免会因为各种原

因遭受人身损害。随着《民法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

赔偿解释》等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的颁布及更新，劳动者遭受人身损

害后依法维权的意识大幅提高。然而实践中的劳务形式多种多样，因

意外事故导致的家庭悲剧频见报道，如果能提高广大劳动者知法、守

法、用法的意识，做到事前科学预防、事中安全保障、事后依法救

济，可有效避免悲剧的发生。

为进一步提高广大劳动者的法律意识，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组

织多名在一线从事审判业务的干警，根据审判实践中积累的办案经验

和案例素材，将劳动者从事劳务活动因多种原因遭受损害获赔的典型

案例编辑成一个个生动的小故事，并在故事中拓展了相关的法律知识

以及针对从事该项劳务各方主体的普法提示，通过以案释法和普法教

育，帮助广大劳动者在遭受意外事故时及时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

的合法权益。

全书共分为五个章节，分别为劳务关系的认定、提供劳务者受害

事实中因果关系的认定、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的承担、劳务关系与其



他法律关系竞合时的处理规则、典型劳务纠纷案例。第一章介绍了劳

务关系的成立、不同劳务关系的区分等基础性理论。第二章就实践中

较有争议的事实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上进行了法律分析。第三章重点就

劳务关系责任承担的法律规定进行了讲解。第四章就劳务关系与交通

事故、劳动关系等法律关系竞合时的处理规则、赔偿流程向读者进行

了介绍。第五章就五保户、个体工商户、农村建房、网络平台、执行

过程中涉及的典型劳务纠纷案例深入评析。全书内容由浅入深，每个

章节中的案例均紧扣主题以案释法，明法析理，致力于向广大读者提

供一本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法律宣传读本。希望各位读者朋友在提供

劳务和接受劳务时均能知法、守法、用法，在劳动中收获法律知识，

在维权中践行法治之路，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贡献一份力

量。

由于资料来源和征集水平有限，编辑过程中难免存在疏漏及不规

范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编委会

2021年8月



第一章 劳务关系的认定

案例一 农村建房施工人受伤，谁应承担雇主责任

案情回顾

法理分析

知识拓展

普法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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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提供劳务者受害事实中因果关系的认定

案例一 饮酒对提供劳务者受害后责任承担的影响

案情回顾

法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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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法提示

案例二 看不见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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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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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的承担

案例一 拆墙被砸谁之过

案情回顾

法理分析

知识拓展

普法提示

案例二 提供劳务被摔伤，自己却要担主责

案情回顾

法理分析

知识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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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 第三者致劳务者受伤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案情回顾

法理分析

知识拓展

普法提示

案例四 提供劳务者因自身原因受伤的责任认定

案情回顾

法理分析

知识拓展

普法提示

案例五 雇员提供劳务受伤后擅自扩大的损失谁担责

案情回顾

法理分析

知识拓展

普法提示

第四章 劳务关系与其他法律关系竞合时的处理规则

案例一 退休出租车司机负交通事故全责其人身损害如何赔偿

案情回顾

法理分析

知识拓展

普法提示

案例二 农民工提供劳务受害，违法分包单位、包工头、侵权

第三人谁来赔

案情回顾

法理分析

知识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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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 因执行工作任务受害，侵权人不同之工伤保险赔偿范

围浅析

案情回顾

法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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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四 工作中受伤如何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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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五 劳务合同中约定接受劳务一方仅在意外伤害保险赔偿

金范围内承担责任是否有效

案情回顾

法理分析

知识拓展

普法提示

案例六 提供劳务者上班途中发生非因本人主要责任导致交通

事故的法律责任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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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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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典型劳务纠纷案例

案例一 特定情况下接受劳务主体的认定及相关责任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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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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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个体工商户与不满16周岁学徒工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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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 农村建房工人受伤的侵权责任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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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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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四 农村建高层楼房施工人摔重伤，“包工头”和房主应承

担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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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五 网络平台招工的法律关系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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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六 配送员送货途中受伤谁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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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法提示

案例七 外卖配送员送餐过程中受伤，责任谁来担

案情回顾

法理分析

知识拓展

普法提示

案例八 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件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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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劳务关系的认定

案例一 农村建房施工人受伤，谁应承担雇主责
任

——农村建房中召集者和房主雇主责任的判断

王富菊[1]

案情回顾

（一）开春盖房找工匠

北方农村都有开春盖房的习俗。位于北京市平谷区某村的农民高

山也在盘算着翻盖一下老房，因为儿子到了该娶媳妇的年龄了。听说

邻村的王海是农村盖房的手艺人，并且手下有瓦匠、木工等各种工种

的能工巧匠，高山便慕名找到了他。高山跟王海说了一下自己盖房的

计划和要求，同时，为了保证建房材料的物美价廉，尽量减少建设成

本，高山决定自己购买建筑材料，自己租赁必要的大型施工设备等，

由王海负责找人，工钱按人头算，每天150元。王海表示同意。此时，

二人谁也没想到要立个字据，写个合同，把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和

责任等做个详细的约定。

（二）一人召集众人随



第二天，王海便开始联系工友们，询问干活的意愿，大部分人都

同意了，到最后还差个干杂活的小工。王海找到了同村的赵钱，问其

是否愿意去高山家的建房工程做小工，每天120元，赵钱表示同意。随

后，赵钱便在高山家干活，有时和和灰（水泥），有时递递建筑材料

（如砖、钢筋等）。王海是瓦匠，也与工人们一起在工地干活，同时

根据房主的要求掌控一下工程进度、工地秩序，记录出工人员和出工

时间。当然，房主高山也会随时出现在工地上，除了看看需要什么建

筑材料、工程进度如何之外，他自己手里也有一本出工人员和出工时

间的账本。

（三）意外总在不经意间

那天，工人们像往常一样各自忙碌着。这时，赵钱站在梯子上负

责往房顶递钢筋，递完钢筋后，他顺着梯子下来，突然梯子晃动一

下，赵钱脚下一滑，周围也没有防护网，赵钱就从梯子上摔下来了，

工友们赶紧把赵钱送至医院进行治疗。经检查，赵钱“右侧3-10肋骨骨

折、右侧液气胸、右肺挫伤”，必须进行住院治疗，其妻石宜进行护

理，耽误了很多农活。赵钱家也没有多少钱，根本负担不了昂贵的医

疗费用，便向高山、王海求助。乡里乡亲间，王海和高山积极给赵钱

筹备医疗费，最终二人分别为赵钱垫付医疗费近2万元和3万余元。赵

钱自行支付医疗费200元。

（四）一念之间诉讼起

赵钱出院后，高山和王海时不时地来看看他，一方面叮嘱其注意

保养休息，另一方面话语间催着赵钱还医疗费。赵钱病好了，但心烦

起来，想着自己因给主家干活受伤，总不能挣不到钱，还背上债务

吧。他便找到一个法律咨询服务中心进行咨询，工作人员如此这般地



给他进行了讲解和分析，同时说明，根据其伤情，其能评定上伤残等

级，那赔偿数额就会更多。赵钱越想越觉得自己损失太大，最后将高

山、王海诉至了法院，要求二人赔偿其各项损失共计10万余元。

（五）法院审理解纠纷

在案件审理中，赵钱进行了伤残等级鉴定，其所受损伤的致残程

度等级为九级。高山、王海二人均不同意赵钱的诉讼请求。王海辩

称：赵钱是给高山家干活的时候受伤的，跟我没有关系；赵钱自己没

有注意安全，应自己负责；我出于人道主义为赵钱垫付住院费，赵钱

应返还。高山辩称：赵钱虽然是在给我家干活时受伤，但我并没有雇

他，是王海找的他，赵钱受伤跟我没有关系；赵钱自己未注意安全，

应自己负担损失；我出于人道主义为赵钱垫付住院费，赵钱应返还。

法院经审理认为，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

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根

据双方的用工形式，可以认定赵钱与高山形成劳务雇佣关系，高山未

提供施工必要的安全防护设施，导致赵钱从梯子上摔下受伤，其应当

承担主要责任。王海从劳务雇佣关系中获取利益，根据“谁获益谁担

责”的原则，其亦应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赵钱在提供劳务过程中，未

充分注意安全而发生事故，其亦有一定过错。最终，法院不但没有让

赵钱退还王海、高山医疗费，还判决王海再行赔偿赵钱2万余元，高山

赔偿赵钱5万余元。案件判决后，赵钱、王海和高山均未上诉，纠纷圆

满解决。

法理分析



《民法典》第1192条第1款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

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接

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提供劳务

一方追偿。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

担相应的责任。”该条规定了提供劳务者致人损害和自身受损害时的雇

主责任，该条适用中重点和难点在于劳务关系的认定和雇主责任的承

担。

（一）立法沿革

《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而在此之前法院审理此类人

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主要适用的是201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侵权责任

法》（已于2021年1月1日废止）和2004年5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

称《人身赔偿解释》，已于2020年12月23日修正）。

原《侵权责任法》第35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

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

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

任。”原《人身赔偿解释》第9条第1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

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

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

可以向雇员追偿。”第11条第1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

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

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

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通过对原《侵权责任法》第35条和原《人身赔偿解释》第9条和第

11条相关内容的对比，可以发现原《侵权责任法》没有继续沿用原

《人身赔偿解释》中“雇佣关系”“雇佣活动”“雇员”“雇主”等用语，而

是改用了“劳务关系”“劳务”“提供劳务一方”“接受劳务一方”等术语。

对于二者之间有无本质区别，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中给予了相对权威的解读。该书

中的观点为，“提供劳务一方与接受劳务一方”实际上与“雇员与雇主”
在某种层面上含义相同，“劳务”与“雇佣”含义也无本质差别，只是在

不同语境中的内涵和外延有所不同，各有所指，在我国立法及司法实

践中，二者的含义其实是相通的。而《民法典》采用了原《侵权责任

法》中“劳务关系”“劳务”“提供劳务一方”“接受劳务一方”等术语。因

此，本文行文中也不作含义的区分。

除了上述用语的变化，原《侵权责任法》和原《人身赔偿解释》

对于提供劳务者自身受损害时的雇主责任归责原则发生了重大变化，

由原来的无过错责任变更为过错责任，这种变化也是符合接受劳务一

方多是普通百姓，赔偿能力有限的客观现实，同时也更有利于增强提

供劳务一方的自我防护意识和安全施工的责任意识。根据新法优于旧

法的原则，原《侵权责任法》的上述过错责任原则优先适用。但是，

原《侵权责任法》没有规定雇主的追偿权、雇员遭受第三人损害时的

选择求偿权等内容。而目前《民法典》的规定则更为全面。

（二）雇主身份的甄别

目前农村建房一般都是分散性组合的建筑队，且不签订书面的合

同，各方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不明确。而在建房过程中，施工人员意

外伤害事件多发，房主与召集者，俗称包工头之间推诿责任现象严



 

 



重。如何认定劳务关系并甄别雇主身份，是厘清赔偿责任的关键。下

面，笔者从劳务关系的法律特点和用工形式的事实审查两个方面进行

分析。

对于劳务关系的概念，目前尚无明确统一的法律层面的界定。通

常观点认为，劳务关系是指提供劳务一方为接受劳务一方提供劳务服

务，由接受劳务一方按照约定支付报酬而建立的一种民事权利义务关

系。劳务关系具有以下法律特点：1.主体方面，双方主体不符合《劳

动法》和《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劳动合同的主体，即双方均为个人或

者一方虽然是组织，但是不符合《劳动法》或者《劳动合同法》规定

的用人单位的条件，又或者一方是用人单位，但是另一方却不符合劳

动者的条件；2.内容方面，合同双方地位平等，相互之间无隶属性，

一方提供劳务，另一方就享受劳务成果并支付报酬；3.客体方面，包

括相关的行为，也包括行为的成果等；4.形式方面，劳务关系的建立

可以采取书面形式，也可以采取口头或者其他形式。

上述理论层面的界定需要与案件事实进行结合，因此实践中用工

形式的事实审查对于法律关系的梳理更有针对性。具体分析如下：1.
房主与召集者间是否有书面承包合同。如果双方订立了书面承包合

同，往往会对权利义务作出较为明确的约定，原则上双方应为承揽合

同关系。具体施工者与召集人形成劳务关系，召集人是雇主。2.如无

书面承包合同，审查房主与召集者关于工料、施工设备和施工款等的

约定情况。若召集者与房主约定召集者包工包料、出建筑设备等，其

与房主就总的施工款达成固定数额的约定，那么召集者与房主之间原

则上应为承揽合同关系，召集者为施工人的雇主。3.工人的工资由谁

规定，由谁发放。原则上，工人的工资是由雇主规定并负责发放，那

么规定并发放工资者原则上就是雇主。但此因素不应作为单独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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