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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不可不知的1000个法律陷阱》具有如下方面的特征：　　首先，在内容方面具有综合性，涉及
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它共分为十二章，分别从日常消费、劳动就业、一般经济合同、借货、房屋买卖、租赁及保险销售、
投资理财、看病就医、婚姻恋爱、旅游、纠纷解决以及其他方面中的陷阱进行简单的讲解。
　　其次，模块较全。
它主要有四个模块：情景再现、律师提醒、陷阱防范、法条链接。
每一个模块之间的关系是环环相扣的，这样可以方便读者朋友在阅读时获得一个全面的了解。
　　最后，分析角度涉及不同的法律。
生活中的陷阱在人们的眼里可能就是骗局，但是，对于同样的骗局，本书从不同的法律方面进行了分
析。
比如说，消费中的骗局，有的从消费者知情权方面进行阐述，有的则从可撤销或无效合同方面进行了
有理有据的分析。
同样是骗局，有的可能仅会受到行政处罚，有的则可能受到刑法的处罚。
对于这其中的界限，本书也根据不同陷阱的类型及危害程度作了一个简单的区分，使读者能够对其中
的“度”有一个良好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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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日常消费中的陷阱商家称其护肤品“神奇祛皱、迅速美白”，你信吗？
持促销单或者优惠券去消费，就一定会有优惠吗？
预付费的健身卡年卡有保障吗？
受到赠品的诱惑去买商品合适吗？
免费产品体验、免费健康讲座、免费测量血压，真的一切都是免费的吗？
饭店打出宣传：今天啤酒免费喝，只要您喝，我们就送!是真的吗？
团购优惠低至一折，您团了吗？
购买3C产品，当您选好的产品在装系统时，商家给您推荐了更优惠的产品，你觉得优惠吗？
免费美容，您敢去吗？
隐形消费陷阱，您听说过吗？
充话费送手机，您充了吗？
网上购物“全场免运费”，是优惠，还是陷阱？
网络话费充值方便又快捷，您充了吗？
商场出售的沙发标签上标注的是原产进口，是真的吗？
第二章 劳动就业的陷阱用人单位的劳动合同，可以随便签字吗？
人才市场招聘会，您去了吗？
用人单位总是拖延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这样对自己好吗？
企业停产，工人暂时放假，您觉得这样好吗？
生活中的高薪是供不应求，还是供过于求呢？
口头承诺，您信吗？
公民个人开办的职业介绍所，你尝试过吗？
新技工的试用期，您觉得多长时间合适？
企业的“密薪制”，是否成为员工心中最大的疑惑？
员工的社会保险，企业可以任意改变其缴纳形式吗？
话费补助是无条件的吗？
招聘招来个“假学历”。
第三章 一般经济合同中的陷阱老客户之间往来的合同，不必仔细阅读就可以签字吗？
担保人可以随便为人担保吗？
碍于情面为好朋友担保，这种做法对吗？
“加工手套，免费培训，全部回收，在家轻松赚大钱。
”是真的吗？
物流公司与车主协议好运货之后，就可以放心了吗？
企业联营，要防范合同“圈套”。
合同中的违约金条款，仔细考量过吗？
不法分子的违法活动，连中国联通都骗了。
经济合同条款陷阱防不胜防。
经济合同的对方当事人在签订合同后是否真的会履行合同？
第四章 借贷中的陷阱亲戚来借钱，借据可以不写吗？
银行贷款预先扣除贷款利息，您知道吗？
民间借贷，借条中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可以忽略不计吗？
民间借贷，借据中的条款可以不推敲吗？
民间借贷，借据中可以用艺名签名吗？
房屋抵押，检查产权登记是关键。
在日常生活中为了朋友而代替他人借款，这样做好吗？
银行卡丢失后，进行口头挂失后是否就万事大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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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利息，可以任由出借人自由计算吗？
借款人和出借人可以自己约定利息吗？
用假离婚来逃避债务的行为，是否真的可以逃避呢？
第五章 房屋买卖、租赁中的陷阱第六章 保险销售中的陷阱第七章 投资理财中的陷阱第八章 看病就医
中的陷阱第九章 婚姻恋爱中陷阱第十章 旅游中的陷阱第十一章 纠纷解决中的陷阱第十二章 其他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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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桥梁，既保护劳动者，也保护用人单位
。
实践中有很多用人单位认为如果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要是劳动者发生什么事故，用人单位也不
用负责。
其实不然。
我国《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故意拖延不订立劳动合同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对劳动者造
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如果劳动者工作中出了事故，受到损害，用人单位的赔偿责任与有无签订劳动合同没有关系，只要有
实际的劳动关系存在，用人单位就难辞其咎。
　　在本案中，从某医药器械公司的情况来看，用人单位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是冒险行为。
医药器械公司业务人员有公司的业务章，西北医院有理由相信该业务人员合法代表该医药器械公司，
与其签订的销售合同是有效的。
如果公司与业务人员签订了劳动合同，因为有合同的约束业务人员就不敢如此大胆，事情出现后，公
司也就有相关证据对其进行追索。
实际操作中，用人单位应该认清劳动合同对双方保护性。
与劳动者签订合法劳动合同，既能安抚、保护劳动者，也能保护用人单位自身的合法权益。
由于该医药器械公司的业务员携款潜逃的行为已经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
》），所以该公司应该立即报案，进入司法程序，同时要求民事赔偿。
　　《劳动合同法》该法第10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的，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
　　《劳动法》第98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的条件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故意拖延不订立劳动合
同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由此可知，劳动合同是确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权利和义务关系的书面凭证。
用人单位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否则，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用人单位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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