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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决书一

渭南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裁 决 书

渭劳人仲案字〔2022〕第 XX 号

申 请 人：刘某某，女，汉族，19XX 年 X 月 X 日出生，

身份证号码：610XXXXXXXXXXXXXXX，住渭南市

临渭区 XX 办 XX 村 X 组

被申请人：陕西 XX 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渭南市临渭区

XX 路 X 段

法定代表人：丁某某，男，系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李某某，男，系该公司法务主管

上列当事人因确认劳动关系等发生争议，申请人诉至本

委。本委受理后，指定仲裁员郑凯悦独任仲裁、书记员韩梦

妍担任仲裁庭记录，依法开庭进行审理。申请人刘某某、被

申请人委托代理人李某某到庭参加仲裁庭审活动，本案现已

审理终结。

申请人诉称：申请人 2021 年 6 月 1 日入职被申请人，

任职置业顾问。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被申请人未为申请人

缴纳社会保险。2022 年 4 月底，被申请人无任何原由通知申

请人 5月份不用上班，未出具书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现申

请人因被申请人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未依法为申请人

缴纳社会保险之由向被申请人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现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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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确认被申请人与申请人于 2021 年 6月 1 日至 2022 年 4 月

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拖欠 2022

年 4 月份工资 3300 元；3.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未签订书

面劳动合同(2021年 7月 1日至 2022 年 4月 30日)的双倍工

资中的差额 29200 元；4.请求裁决于 2022 年 5 月 7 日因被

申请人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未依法为申请人缴纳社会

保险费之由解除双方劳动合同；5.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因

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未依法为申请人缴纳社会保险费

之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 3300 元（按平均每月工

资 3300 元计算 1个月）。

被申请人辩称：1.2021 年 6 月 1 日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

双方存在劳动关系；2.申请人主张的2022年4月份工资3300

元，被申请人已于 2022 年 5 月 10 日发放；3.《应聘表》、

《员工入职表》体现申请人基本信息，且对申请人的工作岗

位、试用期时间及试用期待遇、转正后劳动报酬均进行了明

确约定，经被申请人有关负责人签字确认，具备劳动合同的

基本条款，可以视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了书面劳动合

同。4.申请人 2022 年 5 月 1 日已因个人原因向被申请人提

出离职，被申请人同意后办理了相关离职手续，因此双方劳

动合同已归于解除，申请人又提出仲裁申请主张解除其与答

辩人之间的劳动关系无事实依据。

审理查明：申请人 2021 年 6 月 1 日入职被申请人，岗

位为置业顾问，工资以银行转账形式发放。2022 年 5 月 1 日

申请人提出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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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事实有员工入职表、浦发银行交易流水、离职申请

表等书证及双方当事人陈述在卷佐证。

本委认为：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合法权利，均应受法律

保护。

一、关于确认被申请人与申请人于 2021 年 6 月 1 日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劳动关系是指

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

提供有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双方当事人均认

可 2021 年 6月 1日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申请人提交了浦发银行交易流水，证明被申请人每月向申请

人发放工资，被申请人对该项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认

可。被申请人提交员工入职表及员工转正申请表，载明申请

人于 2021 年 6 月 1 日入职，岗位为置业顾问，入职及转正

均经过各部门签字，该组证据真实性经申请人认可。该组证

据证明申请人接受被申请人的劳动管理，且申请人从事的工

作是被申请人业务组成部分。被申请人和申请人均符合法律

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本委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 2021

年 6 月 1 日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二、关于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

同(2021年 7月 1日至 2022 年 4月 30日)的双倍工资中的差

额 29200 元的请求。被申请人提交的员工入职表、员工转正

申请表中明确约定了申请人工作部门、职务、试用期、工资

待遇等，既能够明确双方的劳动关系又固定了双方的权利义

务，实现了书面劳动合同的功能。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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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 29200 元的请求本委不

予支持。

三、关于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拖欠 2022 年 4 月

份工资 3300 元的请求。被申请人提交浦发银行代发明细凭

证，证明 2022 年 4 月工资已发放。申请人对该项证据的真

实性及证明目的均认可。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5 月 10 日支付

了 4 月份工资，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支付拖欠 2022 年 4 月

份工资 3300 元的请求本委不予支持。

四、关于裁决于 2022 年 5 月 7 日因被申请人未及时足

额支付劳动报酬、未依法为申请人缴纳社会保险费之由解除

双方劳动合同的请求。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劳动者可以据此解除劳

动合同，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被申请人提

供离职申请表证明申请人因个人原因于 2022 年 5 月 1 日向

被申请人提出离职申请，并办理了相关离职手续。申请人陈

述离职申请表“是在被迫的情况下签的个人原因”，但未对

“被迫”情形进行举证。申请人表明离职原因系本人书写，

离职申请表中公司相关人员填写一栏中与入职申请表、转正

表一致，该项证据本委予以釆信。申请人已于 2022 年 5 月 1

日离职，其主张于 2022 年 5 月 7 日因被申请人未及时足额

支付劳动报酬、未依法为申请人缴纳社会保险费之由解除双

方劳动合同的请求本委不予支持。

五、关于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因未及时足额支付

劳动报酬、未依法为申请人缴纳社会保险费之由提出解除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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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合同的经济补偿 3300 元（按平均每月工资 3300 元计算 1

个月）的请求。如前所述，申请人因个人原因提出离职申请

后又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于法无据，该项本委不予支持。

经调解，双方未达成一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合同法》第十七条、第三十八条及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兹裁决

如下：

一、确认被申请人与申请人 2021 年 6 月 1 日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二、驳回申请人本案其他仲裁请求。

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

如不服本裁决，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渭

南市临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期满不起诉的，本裁决书发

生法律效力。

仲裁员：郑凯悦

二〇二二年七月六日

书记员：韩梦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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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意义

判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签订的书面文件是否为劳

动合同，除考查该书面文件形式外，重点应考查该书面文件

的内容是否具备我国劳动合同法所规定的劳动合同应当具

备的基本内容。

本案中，虽然《员工入职登记表》等文件没有劳动合同

字样，但是其记载的工作岗位、薪酬标准、试用期限、合同

期限等内容均经过双方协商后确定，即双方就工作岗位、薪

酬标准、试用期限、合同期限等内容已达成合意，且有双方

当事人签名或盖章的行为发生，从形式上已具备劳动合同签

订要件，可以起到与书面劳动合同一样的实际作用。因此，

若《员工入职登记表》具有书面劳动合同性质，不仅确立了

双方当事人的劳动关系，还明确了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

务，劳动者不能据此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其未签订书面劳动合

同二倍工资差额。



7

裁决书二

渭南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裁 决 书

渭劳人仲案字〔2021〕第 XX 号

申 请 人：刘某某，男，汉族，生于 19XX 年 X 月 X 日，

身份证号码：612XXXXXXXXXXXXXXX，住渭南市

临渭区 XXXX 小区

被申请人：渭南 XXXX 文化有限公司，住所地渭南市临渭区

XXXX

法定代表人：侯某某，男，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马某某，男，系陕西 XX 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当事人因经济补偿金、二倍工资差额等发生争议，

申请人诉至本委。本委受理后，指定仲裁员陈波独任仲裁，

书记员郑凯悦担任仲裁庭记录，依法开庭进行审理。期间，

因新冠疫情防控需要，本委中止本案审理。恢复庭审后，申

请人刘某某、被申请人委托代理人马某某到庭参加了仲裁庭

审活动。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诉称：申请人 2020 年 10 月 13 日入职被申请人，

口头承诺每月基本工资 2800 元，仅发 3 个月之后发的工资

低于当地最低工资 1850 元，被申请人 11 月 13 日开会告知

申请人因公司亏损停发 10 月、11 月工资，因拖欠工资申请

劳动监察部门受理此事，被申请人在监察执法压力下被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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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 14 日主动联系申请人，支付了拖欠的 10 月、

11 月工资，并且被迫签份协议内容是发放所欠两个月工资解

除劳动关系。申请人在 2020 年 10 月入职一直未签订劳动合

同和未缴纳社保，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工资低于当地最低

工资标准。现申请：1.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因未与劳动

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应向劳动者支付双倍工资差额合计

23100 元；2.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

报酬经济补偿金 1 月平均工资 2100 元；3.裁决被申请人支

付申请人双方解除劳动关系工作年限经济补偿金 1月平均工

资 2100 元；4.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劳动报酬低于当地

最低工资标准，应当支付其差额部分合计补偿金 1800 元。

被申请人辩称：1.被申请人与申请人不存在劳动关系，

不应向申请人支付双倍工资；2.被申请人已经按照与彭某某

的约定向申请人支付了生活费用，申请人所谓克扣、拖欠基

本工资的主张不能成立；3.申请人系彭某某招用，提成也由

彭某某向其结算，对于提成比例由彭某某与被申请人约定，

与被申请人无关，被申请人没有义务为申请人支付经济补偿

金、缴纳社会保险；4.被申请人从不对申请人进行考核，申

请人也不参加被申请人的考勤、公司例会、公司活动，不享

受公司福利，被申请人与申请人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被申

请人没有义务向申请人支付差额报酬。

审理查明：申请人 2020 年 10 月 19 日入职被申请人，

从事墓位、塔位销售工作，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被申

请人亦未为申请人缴纳社会保险，工作期间通过手机自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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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接受被申请人考核，工资由基本工资和提成工资组

成，基本工资工资由被申请人通过银行发放，提成工资由被

申请人支付给彭某某并由该彭转付。2021 年 12 月 14 日，被

申请人向申请人补发同年 10 月、11 月工资共计 3600 元，双

方解除劳动关系。

另查明：申请人当月工资次月发放。

以上事实申请人提供的工资交易明细、工作群聊天记录

图片、工作照片、工作名片，被申请人提供的生活费支出明

细及提成汇总、销售工作规定、转账凭证，当事人陈述、证

人证言、庭审笔录等在卷佐证。

本委认为：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合法权利，均应受法律

保护。

一、关于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双倍工资差额合计 23100 元的请求。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应

当与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满足

用人单位主体适格,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

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

业务组成部分三项条件的，劳动关系成立。申请人提供的证

据中：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和被申请人营业执照证明申请人

和被申请人均为建立劳动关系的适格主体；申请人提供的工

作照片、工作群聊天记录中的会议通知、考勤内容、工作会

议现场照片、销售工作规定等证明申请人接受被申请人的劳

动管理，且申请人从事的工作是被申请人业务组成部分；申

请人提供的销售汇总表、工资交易明细证明申请人通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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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从被申请人处领取劳动报酬。被申请人否认与申请人之

间存在劳动关系，主张申请人系彭某某招用的团队成员，申

请人不参加被申请人组织的例会和活动、不参与考勤，不享

受公司福利，并提供被申请人与其职工签订的劳动合同、考

勤表、生活费支付明细和提成汇总、转账凭证和证人郭某某、

李某某出庭作证加以证明。申请人质证称未与被申请人签订

劳动合同不足以否认其是被申请人员工；申请人未在园区内

打卡系园区规定园区外销售人员不允许在园内销售，不可能

在园区打卡，但在销售地点通过自拍相机进行打卡；销售提

成是由被申请人财务人员证人郭某某核算后转付给彭某某

由该彭代发，并非由彭某某个人发放；被申请人所称生活费

对该名义申请人持有异议，工资记录中记载的名义为“工

资”。本委认为：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申请人

与申请人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申请人提供的证据符合未签

订书面劳动合同情形下认定劳动关系三要件。本委确认，申

请人与被申请人 2020 年 10 月至 2021 年 12 月 14 日期间存

在劳动关系。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

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可以主张每月支付二倍工

资。申请人提供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对账单显示：对账

日期起始期限为2020年 10月 1日至2021年 12月 8日。2020

年 11 月 2 日发放 10 月工资 1211 元；2020 年 12 月 3 日发放

11 月工资 2700 元；2021 年 1 月 2 日发放 2020 年 12 月工资

2800 元；2021 年 2 月 2 日发放同年 1 月工资 464 元；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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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月 2 日发放同年 3月工资 2300 元；2021 年 5 月 2 日发

放同年 4月工资 1500 元；2021 年 6 月 2 日发放同年 5月工

资 1600 元（通过被申请人财务人员郭某某）；2021 年 7 月

2 日发放同年 6月工资 1800 元；2021 年 8 月 2 日发放同年 7

月工资 1300元；2021年 9月 3日发放同年 8月工资 1800元；

2021 年 10 月 3 日发放同年 9月工资 1300 元。申请人提供的

承诺书显示 2021 年 12 月 14 日被申请人补发申请人 2021 年

10 月、11 月工资合计 2600 元。被申请人提供的申请人生活

费支出汇总记录显示：2020 年 10 月至 2021 年 11 月期间，

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的生活费分别为 1211 元、2700 元、

2800 元、464 元、0 元、2300 元、2300 元、1600 元、1300

元、1300 元、1800 元、1300 元、1800 元、1800 元。申请人

与被申请人分别提交的证据证明相同时间段内工资发放记

录不一致。申请人提交的银行账户对账单显示的数额系其该

时间段内实领工资，本委予以认可。

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园外销售人员提成汇总证明申请

人提成工资的数额，该证据显示申请人 2021 年 12 月、2021

年 1 月、2 月、7 月、9 月、10 月、11 月期间销售业绩和提

成工资均为零。本委认为：申请人在职期间的提成工资不具

有时间连续性和数额稳定性，将该提成工资计入双倍工资差额

将超出被申请人对未依法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法律后果的可预

见性。故，本委支持申请人主张双倍工资差额的计算标准为基

本工资部分，即申请人可主张 2020 年 11 月至 2021 年 9 月期

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为 17564 元（27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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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0元+464元+0元+2300元+1500元+1600元+1800元+1300

元+1800 元+1300 元），对超出部分不予支持。

二、关于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经济补偿金一个月平均工资 2100 元的请求。用人单位应当

按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工资，工资至少每月支付一次。《陕西

省企业工资支付条例》规定未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

规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门责令限期支付劳动报酬；逾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单

位接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

动者加付赔偿金。庭审查明被申请人于 2021 年 12 月 14 日

向申请人补发 10 月、11 月工资。本案中，未有证据显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责令被申请人限期支付申请人劳动

报酬和加付赔偿金。对该项请求本委不予支持。

三、关于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双方解除劳动关系工作年

限经济补偿金一月工资 2100 元的请求。用人单位与劳动者

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承诺书显

示：“本人和××××…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和××××关

系”、“同意”及签名等内容。该承诺书内容记载了双方关

于解除劳动关系的真实合意，且该承诺书表明双方解除劳动

关系的意思表示由申请人发出。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出解除

劳动关系并与协商一致解除后，又要求被申请人支付经济补

偿金于法无据，本委不予支持。

四、关于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

资标准的应当支付其差额部分合计补偿金 1800 元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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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审

理查明申请人的工资由基本工资和提成工资组成，提成工资

由被申请人支付给彭某某并由该彭转付给申请人。根据被申

请人提供的证据销售汇总表和微信转账电子凭证显示，被申

请人将提成工资悉数转发给彭某某，但未有证据证明申请人

从彭某某处收到转付提成工资的情况。申请人对该主张事项

负有举证义务，申请人无法举证的承担不利后果。即现有证

据无法证明申请人的工资低于本地最低工资标准。对该项请

求，本委不予支持。

本案申请人拒绝调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

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七条、《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

项的通知》第一条、《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七条、《关于

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第四条、第六条、《陕西省企业工资

支付条例》第三十七条，兹裁决如下：

1.被申请人在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支

付 2020 年 11 月至 2021 年 9 月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期间双

倍工资差额 17564 元。

2.驳回申请人本案其他仲裁请求。

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

如不服本裁决，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期满不起诉的，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生效仲裁裁决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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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仲 裁 员：陈 波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郑凯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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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意义：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

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可以主张每月支付二倍工

资，二倍工资（差额）的计算基数以正常出勤的固定工资为

准。本案中，劳动者主张将销售提成、全勤奖等收入计入二

倍工资（差额）的计算基数，但该类收入是否发放以及发放

的数额均不能确定，亦非常规性、稳定性的收入，将其计入

双倍工资（差额）将超出用人单位对不依法签订书面劳动合

同法律后果的可预见性。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的性质并非劳动者的劳动所得，亦非劳动者可以从中谋取超

出劳动报酬的额外收益。其是对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规定的一

种惩戒，目的在于提高书面劳动合同的签订率，明晰劳动关

系中的权利义务，既保护劳动者在用人单位不与其订立书面

劳动合同情形下的权利，又不加重用人单位承担不与劳动者

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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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决书三

渭南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裁 决 书

渭劳人仲案字〔2022〕第 XX 号

申 请 人：刘某某，男，汉族，生于 19XX 年 X 月 X 日，

身份证号码：610XXXXXXXXXXXXXXX，住西安

市户县 XXXX 村

委托代理人：董某某，男，陕西 XX 律师事务所律师

刘某某，男，陕西 XX 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内蒙古 XXXX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XX 事业部，

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XXXX 号

法定代表人：张某某，男，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某某，女，系该公司职员

被申请人二：内蒙古 XXXX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

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 XXXX 号

法定代表人：马某某，男，系该公司负责人

被申请人三：西安 XXXX 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临

潼区 XXXX 小区

法定代表人：张某某，男，系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 周某某，男，系该公司职员

上列当事人因经济补偿金、社会保险纠纷，申请人诉至

本委。本委受理后，指定仲裁员陈波独任仲裁，书记员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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妍担任仲裁庭记录，依法开庭进行审理。 申请人刘某某、

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董某某、刘某某，被申请人一的委托代

理人李某某，被申请人三的委托代理人周某到庭参加了仲裁

庭审活动。被申请人二经本委通知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亦未

就争议事实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但向本委送达书面证据材

料，本委对涉及被申请人二的请求事项结合其提交的证据，

依法适用缺席裁决。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诉称：申请人于 2003 年 7 月 10 日入职被申请人

三公司，任职于生产岗位。2009 年 11 月，根据公司安排，

申请人由生产岗转销售岗，被安排到被申请人一处从事销售

岗位。2015 年 6 月 4 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一签订了《劳动

合同书》，合同期限为无固定期限，自 2013 年 7 月 1 日开

始至法定退休年龄前一日，工作地点为陕西省宝鸡市，合同

第八条第（三）项约定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本合同的变更

需经双方协商一致，并办理书面变更手续。2020 年 7 月 1 日，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劳动合同变更协议》，将是否属于

定期轮换岗位及地点变更为不属于，将工作地点变更为渭南

市。后申请人一直在渭南工作。2022 年 5 月 1 日，在未与申

请人协商的情况下，被申请人直接通知申请人去旬邑县工

作，申请人回复 7月份再过去。2022 年 5 月 26 日，被申请

人一通过 0A 系统向申请人发出了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并

于 6月 2日发送了书面通知。被申请人一在未与申请人协商

一致的情况下恶意变更劳动合同并借此解除了与申请人的

劳动合同系违法解除，并且被申请人也未为申请人缴纳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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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月至 2004 年 11 月份的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保

险。现申请：裁决三被申请人连带向申请人支付违法解除劳

动合同经济赔偿金 499288.8 元。

被申请人一辩称：被申请人因申请人的旷工行为，在征

询工会意见后，根据经工会民主程序决议且经申请人学习确

认的《××集团员工奖惩制度》解除申请人的劳动合同的行

为系合法解除，被申请人无需向申请人支付赔偿金；法律赋

予了用人单位可根据生产经营需要调整劳动者工作岗位的

权利，基于用人单位经营管理的工作需要，即使未能与劳动

者协商一致，只要用人单位的调岗行为合法合理，劳动者基

于劳动关系人身从属性，也应予以配合，消极旷工的行为严

重违反了用人单位的劳动纪律，有违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

用人单位根据劳动者消极旷工行为解除劳动合同合法。

被申请人二经本委通知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亦未就本

案争议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被申请人三辩称：社保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的受理范

围，请求驳回仲裁请求。

审理查明：申请人 2003 年 7 月 10 日入职被申请人三，

担任生产岗组长；2009 年 11 月 19 日，其岗位调整至被申请

一销售岗，先后担任各销售区域营销代表、主任、经理。2014

年 1 月 1 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一签订期限为五年的劳动合

同；2015 年 6 月 4 日，双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

合同起止时间自 2013 年 7 月 1 日至法定退休年龄前一日，

工作地点为宝鸡市。2020 年 7 月 1 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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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劳动合同变更协议，将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一签订的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工作地点变更为渭南市，将是否属于定期轮

换岗位地点变更为不属于。2021 年，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一、

被申请人二签订劳动合同变更协议，约定申请人从 2021 年 1

月 18 日由被申请人二调入被申请人一工作，申请人与被申

请人一签订的期限从 2013 年 7 月 1 日至法定退休年龄前一

日的劳动合同和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二签订的劳动合同变更

协议及补充协议中的义务由被申请人一继续履行，并再次将

原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中的是否属于定期轮换岗位及地点

变更为不属于，工作地点变更为渭南市。该协议自 2021 年 1

月 18 日生效。2022 年 4 月 30 日、5月 1 日，被申请人一两

次以微信通知方式告知申请人其负责市场调整为旬邑，并要

求其于 2022 年 5 月 2 日到新市场报到；2022 年 5 月 13 日，

被申请人一向申请人送达书面“工作到岗通知书”，要求其

“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 17 时前到旬邑进行报到并完成工作

交接”，同时告知其“截止 5 月 13 日，未到岗新岗位累计

缺勤导致旷工已达 12 日，请接到通知后务必确保按时报到，

否则公司将依据制度对你进行相关人事处理。”；后被申请

人一向内蒙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事业部工会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工会函”，就 2022 年 5

月 26 日与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听取工会意见；工会在“关

于《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工会函》的复函”中通知被申请人一，

工会同意依据法律法规和公司规章制度解除与申请人的劳

动关系。2022 年 5 月 26 日，被申请人一以申请人在工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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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与申请人解除 2013 年 7 月 1 日

签订的劳动合同，并要求其于同年 5 月 31 日前到公司办理

离职手续。

另查明：2020 年 7 月 1 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二、被申

请人三签订代缴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协议书，约定由被申

请人三为申请人在西安市缴纳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2004

年 12 月至 2022 年 5 月期间，被申请人三作为缴费单位，在

西安市临潼区养老保险经办中心为申请人缴纳养老保险费。

再查明：被申请人一、被申请人二系内蒙古××××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被申请人三系内蒙古××××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独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又查明：申请人离职前 12 个月工资总额为 157651.2 元，

计算月平均工资为 13137.6 元。

以上事实有劳动合同书、劳动合同变更协议、工作到岗

通知书、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工会函和复函、解除劳动合同通

知书、陕西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证明等书证，

当事人陈述、庭审笔录在卷佐证。

本委认为：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合法权利，均应受法律

保护。

一、关于裁决被申请人一向申请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经济赔偿金 499288.8 元的请求。申请人仲裁申请书主

张本案三被申请人连带向申请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

济赔偿金 499288.8 元。其当庭发表和提交的书面意见中均

将该申请变更为要求被申请人一向申请人支付违法解除劳



21

动合同经济赔偿金 499228.8 元。因申请人请求变更并不导

致被申请人一仲裁权利受损，被申请人一亦就是否应当向申

请人支付赔偿金充分发表意见，故本委准许其变更仲裁请

求。为证明自己的主张，申请人提交：员工履历表、劳动合

同书两份、劳动合同变更协议书、代缴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

金协议书、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证明申请人于 2003 年 7 月 1

日起至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之日（2022 年 5 月 26 日）止与被

申请人均存在劳动关系，且申请人累计在被申请人处工作了

19 年，属于混同用工，被申请人无正当理由将申请人辞退，

应向申请人支付 19 个月的经济赔偿金；工资流水证明申请

人离职前 12 个月工资总额为 157651.2 元，平均工资为

13137.6 元，经济赔偿金应为 13137.6×19×2=499228.8 元；

陕西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证明证明被申请人

未向申请人缴纳 2003 年 7 月至 2004 年 11 月份的社保。被

申请人一质证称：对员工履历表的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和

证明目的不认可；对劳动合同书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

性不认可，认可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一的劳动关系，但申请人

提交的该份证据中明确载明“甲方根据生产经营需要调整乙

方工作岗位”印证了被申请人一答辩意见及用人单位可以根

据生产经营需要调整劳动者工作岗位；对劳动合同变更协

议、代缴社保及住房公积金协议书的“三性”均不认可，与

被申请人一无关；解除通知书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

认可，系合法解除劳动关系；对工资流水的真实性认可，关

联性不认可，申请人离职前月平均工资为 14338.8 元；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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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保险缴费证明的“三性”均不认可，2003 年 7 月至 2004

年 11 月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一不存在劳动关系，存在劳动关

系的是被申请人三。被申请人二经本委通知无正当理由拒不

到庭，亦未就本案争议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被申请人三质证

称：对代缴社保协议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认可；对工资流水

的“三性”均不认可；对养老保险缴费证明的真实性和关联

性认可，同时提出社会保险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的受理范

围。

被申请人为证明与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系合法解除，无

需支付赔偿金，分别提交证据加以证实。被申请人一提交：

工作到岗通知书、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申请人未到岗；劳动合

同书证明被申请人有调整申请人岗位的权利；解除劳动合同

通知书和工会函件证明劳动关系系合法解除；被申请人制度

学习清单证明申请人系旷工被解除劳动关系。被申请人二提

交：劳动合同变更三方协议证明申请人离职前的劳动关系是

与被申请人一建立的，与被申请人二无劳动关系，申请人的

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被申请人三未有证据提交。申请人

对被申请人一提交的证据质证称：工作到岗通知书的真实性

认可，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被申请人二签订的劳动

合同书说明不属于轮换岗位；对劳动合同的真实性不认可，

有涂改痕迹，合同此岗位属于定期轮换岗位，但申请人签订

的合同不属于轮换岗位，同时称该合同中明确载明变更需要

变更手续，并非通知就可以；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和工会函

件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对公司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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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性关联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被申请人在本案中没

有合法解除的事由，不适用该制度，同时称被申请人一直在

岗位工作，没有旷工。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二提交的证据质证

称：对被申请人二提交的三方变更协议的“三性”均不认可，

变更协议中部分内容与合同记载内容由出入，被申请人存在

混同用工的情形。

本委评析全案证据如下：对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员工履

历表和劳动合同书反映申请人的工作经历和劳动合同签订

情况，被申请人一质证对真实性认可，本委予以采信；劳动

合同变更协议系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二签订，被申请人质证对

其“三性”不认可，与被申请人一无关，但该变更协议变更

的对象系被申请人一与申请人所签订的期限从 2013 年至法

定退休年龄前一日的劳动合同，且该变更协议主体内容与被

申请人二提交的三方劳动合同变更协议基本一致，又该变更

协议涉及的另一主体被申请人二经本委通知无正当理由未

到庭参加仲裁活动，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材料，本委对涉及被

申请人二的部分适用缺席裁决，具体到此处即认为被申请人

二对该项证据无异议，故被申请人一异议不成立，对该项证

据本委予以采信；代缴社保及住房公积金协议书认定方式同

劳动合同变更协议书，本委予以采信；解除通知书经送达申

请人，被申请人一质证对其真实性合法性认可，本委予以采

信；工资流水系申请人从发卡行招商银行提取，被申请人一

质证对工资流水的真实性认可，本委予以采信；对养老保险

缴费证明系申请人从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提取，被申请人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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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对其的“三性”均不认可，认为 2003 年 7 月至 2004 年 11

月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一不存在劳动关系，存在劳动关系的是

被申请人三。本委认为该项证据系有权机关制作的对养老保

险缴费情况的具体反映，其内容客观真实，本委予以采信；

对被申请人一提交的证据：工作到岗通知书经送达申请人，

微信聊天记录系申请人亲历，申请人质证认可其真实性，本

委予以采信；劳动合同书有涂改痕迹，合同岗位属于定期轮

换岗位，但申请人签订的合同不属于轮换岗位，申请人质证

对真实性不认可，本委认为该劳动合同书与申请人提交的劳

动合同书文书在申请人所处岗位是否属于定期轮换岗位处

记载不一致，且被申请人一提交的证据却有涂改痕迹而又无

法作出合理解释，故对该证据本委不予采信；解除劳动合同

通知书和工会函件经送达申请人，申请人质证认可其真实

性，对该证据本委予以采信；公司规章制度申请人称知道，

对其真实性关联性认可，本委予以采信。对被申请人二提交

的证据：三方劳动合同变更协议系被申请人一、被申请人二

与申请人签订，申请人质证对其“三性”均不认可，认为变

更协议中部分内容与合同记载内容由出入。该协议与申请人

提交的双方劳动合同变更协议主体内容基本一致，对象均为

被申请人一与申请人签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本委认为

申请人异议不成立，对该项证据本委予以认可。

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观点，本委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

被申请人一以公司经营需要为由对申请人进行调岗是否合

理，申请人拒绝且未到新岗位报到，被申请人以申请人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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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关系合法。本案中，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一

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后，申请人先后与被申请人二、被

申请人一和被申请人签订变更劳动合同协议，将原合同中约

定的申请人工作岗位变更为不属于轮岗岗位，工作地点确定

为渭南市。后被申请人一以公司经营需要将申请人工作地点

调整到旬邑，申请人拒绝且一直未到新的工作地点和岗位报

到， 被申请人一在多次要求申请人到新工作岗位报到和送

达工作到岗通知书未果后经征求工会意见与申请人解除劳

动关系。本委认为，在申请人岗位经变更确定为不属于定期

轮换岗位及工作地点确定为渭南市后，被申请一基于企业生

产经营需要，可以对申请人的工作地点进行调整，但是需要

征得申请人的同意，且调岗应当不具有侮辱性亦不能降低申

请人的收入水平，本案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无法直接、当然证

明调岗导致申请人收入水平下降，但能反映申请人拒绝立即

调岗以及调岗后将导致其工作、生活成本增大。在此情形下，

被申请人一强行要求申请人去往新的工作地点工作岗位报

到难言合法。此外，被申请人一主张申请人旷工据此与其解

除劳动关系却未就申请人旷工的事实进行举证，现有证据能

够体现申请人未到新的工作地点工作岗位报到，但无法反映

申请人是否在原工作岗位上存在旷工情形，若将申请人未到

新岗位报到视为旷工显然不合理亦不合法。故被申请人一与

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的决定虽经民主程序征求工会意见，依

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因用人单位作出解除劳动合同决

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之规定，被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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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人一未就申请人旷工事实进行举证，本委认定申请人一解

除与被申请人的劳动关系属于违法解除，申请人向被申请人

一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于法有据。另有，起

止时间为 2013 年 7 月 1 日至法定退休年龄前一日的无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系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一签订，但是双方劳动合

同变更协议系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二签订，三方劳动合同变更

协议系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一、被申请人二签订、申请人的养

老保险自 2004 年至 2022 年 5 月又由被申请人三缴纳，结合

三被申请人均为内蒙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

或全资子公司，故可将三被申请人视为关联企业。结合申请

人提交经被申请人质证真实性无异议的履历表，申请人从

2003 年 7 月 10 日至被申请人三处工作开始，2009 年 11 月

19 日至被申请人一分支工作，后在被申请人一各分支流转或

由被申请人一和被申请人二对其工作进行调整变更。依据最

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

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新的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

终止劳动合同，在计算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

时，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

人单位工作年限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申请人向

被申请人一主张经济赔偿金将计算年限从 2003 年 7 月开始

起算，本委予以支持。审理查明申请人被解除劳动关系前 12

月月平均工资为 13137.6 元，申请人主张经济赔偿金

499228.8 元（13137.6 元×19 月×2 倍），本委予以支持。

本案经调解未达成一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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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法》第三十五条、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四十四条、

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兹裁决如下：

被申请一在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支付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 499228.8 元。

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

如不服本裁决，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期满不起诉的，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生效仲裁裁决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

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仲 裁 员：陈 波

二〇二二年八月十九日

书 记 员：韩梦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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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意义：

用人单位有权根据自身经营需要对劳动岗位进行合理

变更，但有一定的限制条件。非经协商一致或基于合同约定，

单位一般不享有对劳动者单方调岗的自主决定权，如果确因

实际经营需要或者劳动者不适岗等原因，单位调整劳动者岗

位的，应当综合考虑工作实际、适岗能力、工资报酬等因素，

具备必要性和合理性，要保障劳动者的知情权、表达权和调

岗程序的公开、透明。单方调岗不符合要求的，将承担相应

法律后果。本案在维护劳动者权益同时，更加注重劳资双方

利益平衡，对今后如何在法律框架内把握用人单位的自主经

营权与自主管理权的范围及尺度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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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决书四

渭南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裁 决 书

渭劳人仲案字〔2022〕第 XX 号

申 请 人：魏某某，男，汉族，19XX 年 X 月 X 日出生，

身份证号码 320XXXXXXXXXXXXXXX，住江苏省淮

安市洪泽区XX街道办事处XX居委会X组 X号

被 申 请 人：渭南 XX 学院，住所地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 XX

路 X 号

法定代表人：张某某，男，系该学院校长

委托代理人：何某某，男，系陕西 XX 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

上列当事人因劳动报酬等发生争议，申请人诉至本委。

本委受理后，指定仲裁员郑凯悦独任仲裁，书记员韩梦妍担

任仲裁庭记录，依法开庭进行审理。申请人魏某某、被申请

人委托代理人何某某到庭参加了仲裁庭审活动，本案现已审

理终结。

申请人诉称：申请人于 2019 年 3 月 1 日入职渭南 XX 学

院，任职演艺厅音控室管理员，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口头

约定月工资 2300 元，2022 年 4 月 14 日申请人申请离职，得

到同意。现申请：1.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 2019 年 3 月 1

日至 2022 年 4 月 14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被申请人向申

请人支付未签劳动合同的 3年的双倍工资 82800 元；3.被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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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劳动期间寒暑假所欠发的工资总计 21445

元。

被申请人辩称：1.申请人 2019 年 10 月入职，约定月工

资 2300 元。此前申请人未毕业，属于在校生，不能与用人

单位建立劳动关系，毕业前发放的应属于劳务报酬；2.未签

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最长主张 11 个月；3.申请人寒暑

假期间不提供劳动，故不发放工资。

审理查明：申请人 2019 年 3 月 1 日入职，岗位为音乐

学院演艺厅音控室管理员，双方约定月工资 2300 元，未签

订劳动合同。2022 年 4 月 14 日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

另查明，申请人 2019 年 4 月 1 日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

的工资收入分别为 2300 元，2300 元，2300 元，0元，0元，

2300 元，2300 元，2300 元，2300 元，1150 元，0元。

以上事实有工资发放明细、建行工资流水、岗位职责公

示牌照片等书证及双方当事人陈述在卷佐证。

本委认为：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合法权利，均应受法律

保护。

一、关于裁决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 2019 年 3 月 1

日至 2022 年 4 月 14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劳动关系

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

理下提供有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用人单位招

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

动关系成立：1.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

体资格；2.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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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

有报酬的劳动；3.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的业务组成

部分。本案中，被申请人和申请人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

体资格；申请人从事的音控室、录音棚设备操作和维护工作

属于被申请人教育教学工作的组成部分；申请人提供音乐学

院设备操作流程及负责人照片、岗位职责公示牌照片、音乐

学院任课教师通讯录证明申请人接受被申请人劳动管理。

原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

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不视为就

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该规定仅针对

利用学习空闲时间打工补贴学费、生活费的在校学生。所涉

情形仅指在校学生不以就业为目的，参加短期或不定期劳务

工作以获取一定劳务报酬的情况，而不包括大学生就业情

况。行将毕业的大学生具备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行为

能力和责任能力，用人单位在对大学生的身份有全面了解，

知晓其已完成学业、可以正常上班工作、但尚未毕业等情形，

双方在建立用工关系过程中意思表示真实、明确，无欺诈、

威胁等情形，且约定的工作任务、劳动报酬等权利义务内容

不违反法律法规，亦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时，比照我国劳

动法律的相关规定，双方用工关系不存在无效情形，依法应

认定双方建立劳动关系。本案中，从申请人提供的建行工资

流水可知，被申请人于 2019 年 6 月 14 日发放第一笔工资为

4600 元，申请人陈述该笔款项为同年 3月至 4月工资。被申

请人主张的入职时间与申请人不一致，应提交其自身因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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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掌握的证据证明入职时间，但被申请人未提交，应承担

举证不利后果。申请人于 2019 年 3 月 1 日到被申请人处操

作和维护音控室、录音棚设备。此后，申请人一直在被申请

人处按照要求正常工作，亦按被申请人计薪方式领取报酬。

因此，双方劳动关系建立的时间应为 2019 年 3 月 1 日。

综上，申请人主张与被申请人 2019 年 3 月 1 日至 2022

年 4 月 14 日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本委予以支持。

二、关于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劳动期间寒暑假

所欠发的工资总计 21445 元的请求。用人单位停工停业,未

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

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用人单位停工停业,超过一个工资支付

周期的,对没有解除劳动合同,也没有安排工作的劳动者,应

当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百分之七十五支付劳动

者生活费。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建立了连续性的劳动关系，双

方对寒暑假的待遇亦无约定，该期间不能提供劳动并非劳动

者原因，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寒暑假期间的生活费。根据

申请人提供的建行工资流水、被申请人提交的工资发放明细

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2019 年 7 月至 8月、2020 年 2 月至 3

月、2021 年 2 月被申请人未为申请人发放工资，亦未为申请

人安排工作。陕西省 2019 年 5 月 1 日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

二类区最低工资标准为 1700 元。申请人主张寒暑假期间欠

发工资 21445 元的请求，本委支持 9450 元（2300 元+1700

元×75%+2300 元+1700 元×75%+2300 元），对超出部分本委

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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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未签劳动合同的 3

年的双倍工资 82800 元的请求。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

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

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本案中，申请人与被申请人 2019

年 3 月 1 日至 2022 年 4 月 14 日存在劳动关系，双方未签订

书面劳动合同，被申请人应补偿申请人 2019 年 4 月 1 日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期间的二倍工资差额。如前第二项所述，

2019年 7月至 8月、2020年 2月申请人的应发工资分别2300

元、1275 元、2300 元。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支付未签订劳

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请求，本委支持 23125 元（2300 元

+2300元+2300元+2300元+1275元+2300元+2300元+2300元

+2300 元+1150 元+2300 元），对超出部分本委不予支持。

经调解，双方未达成一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

仲裁法》第三十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实施条例》第七条、《陕西省企业工资支付条例》第二十五

条、《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三十六条及《关于确

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之规定兹裁决如下：

一、申请人与被申请人 2019 年 3月 1 日至 2022 年 4 月

14 日存在劳动关系；

二、被申请人在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

支付寒暑假期间的生活费 9450元。

三、被申请人在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

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23125 元。



34

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

如不服本裁决，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期满不起诉的，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生效仲裁裁决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

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仲 裁 员：郑凯悦

二〇二二年六月六日

书 记 员：韩梦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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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意义

原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 12 条规定，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俭学，不视为就业，

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根据该规定在校生

不是适格的劳动关系主体，故其与用人单位之间不能建立劳

动关系。该规定仅针对利用学习空闲时间打工补贴学费、生

活费的在校学生，所涉情形仅指在校学生不以就业为目的，

参加短期或不定期劳务工作以获取一定劳务报酬的情况，而

不包括大学生就业情况。

本案中，行将毕业的大学生具备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

系的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用人单位在对大学生的身份有全

面了解，知晓其已完成学业、可以正常上班工作、但尚未毕

业等情形，双方在建立用工关系过程中意思表示真实、明确，

无欺诈、威胁等情形，且约定的工作任务、劳动报酬等权利

义务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亦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时，比

照我国劳动法律的相关规定，双方用工关系不存在无效情

形，依法应认定双方建立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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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决书五

渭南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裁 决 书

渭劳人仲案字〔2022〕第 XX 号

申 请 人：梁某某，男，汉族，19XX 年 XX 月 XX 日出

生，身份证号码：610XXXXXXXXXXXXXXX，住

渭南市临渭区 XX 乡 XX 村 XX 组

被 申 请 人 ：XXXX 股份有限公司渭南中心支公司，住所

地渭南市临渭区 XX 大街 XX 段 XX 楼 XX 层

法定代表人：刘某某，男，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罗某某，女，系陕西 XX 律师事务所专职律

师

王某某，女，系陕西 XX 律师事务所实习律

师

上列当事人因解除劳动关系、劳动报酬、经济补偿金等

发生争议，申请人诉至本委。本委受理后，指定仲裁员陈波

独任仲裁，书记员韩梦妍担任仲裁庭记录，依法开庭进行审

理。申请人梁某某、被申请人委托代理人罗某某、王某某到

庭参加仲裁庭审活动，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诉称：2008 年 2 月入职被申请人，2014 年 4 月

10 日任被申请人 XX 服务中心经理助理，2016 年 3 月 21 日

任被申请人 XX 服务中心副经理（主持工作），2017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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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日起任被申请人 XX 服务中心经理。被申请人自 2022 年 1

月开始扣发工资，截止 2022 年 4 月底共拖欠申请人工资共

计 10000 元。2021 年 11 月 22 日到 2022 年 4 月 3 日期间，

被申请人安排申请人 24 小时理赔查勘，无论白天黑夜，只

要由出险报案就得去现场查勘、理赔。累计周六日加班 37

天，法定节假日加班 4天，剩余的 91 个工作日进行 24 小时

工作制。被申请人未支付申请人任何加班费用，也未安排申

请人调休。根据被申请人管理制度，申请人每年有 22 天带

薪年假，2018 年只批准 5天，2019 年只批准 3 天，2020 年

未批准，2021 年只批准 4天，剩余未休年假，被申请人未批

准也未支付申请人未休年假工资。2020 年 4 月 2 日，申请人

替被申请人垫付出单员张某某 1-3 月工资 4000 元，时任被

申请人总经理李某某于 2020 年 7 月 21 日签字确认，但由于

该李工作调动，一直拖欠至今。另外，被申请人还拖欠申请

人处理诉讼案件差旅费 666 元及 2022 年 2 月份减损奖金

454.42 元。现申请：1.请求裁决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 2022

年 4 月 29 日起解除劳动关系；2.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拖

欠申请人的劳动报酬 10000 元；3.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

请人 2021 年 11 月 22 日到 2022 年 4 月 3 日的加班工资

77136.96 元；4.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0 年、2021

年未休年假工资共计 31908 元；5.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

请人经济补偿金 187361.17 元；6.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拖

欠申请人的差旅费 666 元；7.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拖欠申

请人的减损奖金 454.42 元；8.请求裁决被申请人返还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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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垫付的出单员工资 4000 元。

被申请人辩称：1.根据《关于下发“后线 M9 级（含）

以下岗位竞聘动员大会”会议纪要的通知》和《关于开展后

线 M9 级（含）以下岗位竞聘工作的通知》，申请人未按照

该通知报名参加竞聘上岗，应调整到前线岗位，但一直未办

理岗位调整手续，无实质工作内容，故被申请人自 2022 年 4

月 25 日起解除与申请人之间的劳动关系；2.被申请人不存

在拖欠申请人劳动报酬 10000 元的行为，故申请人不能根据

《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要求向被申

请人主张经济补偿；3.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劳动合同解除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为 4299.96 元；4.申

请人在 2021 年 11 月 22 日到 2022 年 4 月 3 日期间不存在加

班行为，被申请人不应当向申请人支付加班工资；5.被申请

人不应当向申请人支付 2020 年、2021 年未休年假工资。一

是 2020 年未休年假工资已过仲裁时效，二是申请人在知晓

被申请人关于年休假制度的相关文件后，并未按照被申请人

的规定执行；6.申请人主张的 4000 元出单员工工资不应当

支持。

审理查明：申请人 2008 年 2 月入职被申请人，岗位先

后为 XX 服务中心经理助理、副经理（主持工作）、经理等。

2009 年 6 月 1 日，双方签订劳动合同，约定被申请人支付给

申请人的薪酬数额以申请人加入公司之日发放的定薪通知

书告知。2018 年 7 月 1 日双方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

定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的薪酬数额以加入被申请人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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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的定薪通知书及合同存续期间发放的调薪通知书为准。

2022 年 4 月 29 日，申请人以被申请人未足额发放劳动报酬、

克扣拖欠加班值班费、差旅费等事由单方发出被迫解除劳动

合同通知，同日，被申请人作出同意申请人离职的决定。

另查明：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前十二个月的实发工资分

别为：2466.53 元、13224.01 元、13254.87 元、7937.88 元、

8349.48 元、18674.58 元、5911.44 元、8318.03 元、9961.05

元、8375.04 元、8619.64 元、10946.17 元。

以上事实有劳动合同书、申请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

知、被申请人同意申请人离职的决定、工资交易明细、工资

单等书证、当事人陈述、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

本委认为：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合法权利，均应受法律

保护。

一、关于裁决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 2022 年 4月 29 日起

解除劳动关系的请求。根据庭审查明事实，本委确认双方当

事人自 2022 年 4 月 29 日起解除劳动关系。

二、关于裁决被申请人支付拖欠申请人的 2022 年 1 月

至 3月劳动报酬 10000 元的请求。申请人提供员工岗位（职

级）异动调薪申请表、荣誉证书、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6月 14日工资卡交易明细清单及2021 年 1月至 2022年 3

月《员工工资单》、绩效工资单邮件截图、2021 年 5 月、8

月、9月奖金邮件截图证明被申请人无故克扣申请人 2022 年

1 至 3 月工资。被申请人质证称对异动调薪申请表的真实性

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荣誉证书的真实性认可，对工资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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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明细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工资单、

奖金截图、绩效工资邮件截图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

可；辩称被申请人已向申请人足额发放劳动报酬；且被申请

人按照 2022 年的利润薪酬和保费薪酬比例核算发放申请人

的工资，不构成扣发申请人司龄工资情形；误餐补贴属于职

工福利补贴，应当由被申请人自行决定是否符合发放条件，

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 2022 年 2 月至 4月不享有误餐补贴。

本委评判该项请求所涉证据如下：员工岗位（职级）异动调

薪申请表显示申请人入职被申请人时间为 2008 年 2 月，异

动后底薪为 5000 元，部门负责人审核同意时间为 2017 年 3

月 28 日。被申请人质证称不清楚是否为部门负责人本人填

写、也不清楚是否经授权，对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

但并未提交该项由其制作并保管的证据原件加以证明，应当

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结合被申请人认可真实性的申请人被

评为被申请人 2008 年度“优秀员工”荣誉证书，可以认定

申请人入职时间为 2008 年 2 月，2017 年 3 月 28 日后底薪为

5000 元。对该两项证据本委予以采信；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2年 6月 14日工资卡交易明细清单与2021年 1月至2022

年 3 月申请人《员工工资单》记载的工资数额和绩效工资单

邮件截图显示数额相符，被申请人质证提出异议，但并未提

供证据加以证明，对该组证据本委予以采信；被申请人辩称

根据劳动合同、《关于 2022 年后线员工薪酬构成的通知》

规定，申请人工资构成按照 2022 年的利润薪酬和保费薪酬

比例核算发放，被申请人的行为不构成扣发司龄工资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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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本委认为，该意见不符合工资的法律内涵，且与《关于

同意梁某某提出离职的决定》记载的“2022 年 2-4 月各月末

累计仍亏损…只是由于 2-4 月亏损员工利润薪酬暂未兑现”

不符，本委不予采信；被申请人辩称午餐补贴不是申请人工

资的组成部分，仅属于被申请人给予的职工福利。本委认为，

职工因公在城区、郊区工作，确实需要在外就餐的按规定的

标准领取误餐费，以误餐补助名义发给职工的补贴、津贴，

应当并入当月工资，即被申请人应当将误餐补贴作为工资的

组成部分向申请人发放。综上，本委确认，被申请人拖欠申

请人 2022 年 1 月、2月、3月司龄工资共计 1200 元；补扣

工资 750 元；个人部分绩效预留金额 1750 元；误餐补贴 600

元；共计 4300 元。

三、关于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 2021 年 11 月 22

日到 2022 年 4 月 3 日的加班工资 77136.96 元的请求。申请

人提供 2021 年 11 月 22 日至 2022 年 4 月 3 日的值班表、发

送值班表的邮件及微信群截图、理赔系统出险案件截图证明

申请人在该时间段内处于全天无休、随时勘察事故现场、处

理车险报案的状态，工作时间及工作强度超过法律规定及劳

动约定。被申请人质证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

不认可。辩称申请人所述的 24 小时的工作状态明显违背基

本事实，不能简单认定在周末或者法定节假日有排班工作即

为加班；同时被申请人提供《刷卡记录表》显示，申请人未

在 2021 年 11 月 22 日至 2022 年 4 月 3 日期间累计周六、日

加班 37 天，法定节假日加班 4天、剩余的 91 个工作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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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小时工作制，且按照被申请人员工休假制度，申请人未提

交证据证明其提出加班调休，故被申请人认为不应当向申请

人支付加班工资。本委评判该项请求所涉证据如下：申请人

提供的值班表、发送值班表的邮件及微信群截图、理赔系统

出险案件截图系被申请人上级机构制作、并通过工作邮件和

工作群通知的方式发送告知。被申请人提出异议，但并未提

供证据加以证实，对被申请人的异议不予采纳；被申请人提

供的《刷卡记录表》经申请人质证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委

予以采信。庭审查明申请人的岗位职责为事故现场查勘、处

理车险报案。该岗位的性质要求申请人在接到出险通知后及

时赶到现场处置。基于该岗位的特殊性，被申请人安排值班

表符合行业属性，申请人将值班表中超过八小时的时间均认

为是加班，显然不合理，且刷卡记录表显示申请人打卡记录

不完整。故，申请人主张加班工资，但并未明确具体加班时

长，现有证据无法准确反映申请人加班时间、时长，对该项

请求，本委不予支持。

四、关于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0 年、2021 年未

休年假工资共计 31908 元的请求。申请人提供《士官退出现

役证》、XX 发〔2018〕223 号文件及附件证明申请人年休假

为 22 天。被申请人质证称对上述两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

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同时提出 2020 年未休年休假工资超

过仲裁时效的抗辩。被申请人提供申请人 2019、2021、2022

年度休假审批表证明申请人在明知被申请人休假管理制度

的情况下，未按程序申请 2020 年度及 2021 年度剩余年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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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张未休年休假工资无事实依据。申请人质证称对该证据

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因基层公司人力少，没

人接手工作就无法休假。本委评判该项请求所涉证据如下：

《士官退出现役证》、XX 发〔2018〕223 号文件及附件、申

请人 2019、2021、2022 年度休假审批表经对方当事人质证

认可其真实性，本委予以采信。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带薪年

休假最长期限 15 天，且用人单位应当根据生产工作具体情

况，并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统筹安排职工年休假。即被申请

人应当在 2020 年和 2021 年分别统筹安排申请人 15 天带薪

年休假，且一般不跨年度安排。此处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用

人单位应当安排职工休年休假，以职工未提出休假申请为由

的抗辩不成立；二是年休假一般不跨年安排，确有必要跨年

度安排的，可以跨一个年度。具体到本案，被申请人至迟应

当在 2021 年度内安排申请人休 2020 年度的年休假；至迟应

当在 2022 年度内安排申请人休 2021 年度的年休假。而针对

2020 年度的年休假，被申请人提出仲裁时效抗辩。经审查，

申请人提起仲裁请求的时间未超过一年仲裁时效期间，申请

人主张 2020 年度未休年休假的双倍工资报酬于法有据；庭

审中双方确认申请人 2020 年有 15 天年休假未休，故被申请

人应当向申请人额外支付 15 天日工资的双倍报酬。又因申

请人并未提交其 2020 年度工资交易明细，被申请人亦未提

交申请人 2020 年度工资表，致使该报酬缺乏计算标准，本

委难以支持。针对 2021 年度的年休假，申请人在 2022 年 4

月 29 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同日获得被申请人同意。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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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致使被申请人无法继续在 2022 年度安排申请人休完 2021

年度的年休假。申请人据此要求被申请人支付 2020 年度未

休年休假的双倍工资报酬本委不予支持。虽然 XX 发〔2018〕

223 号文件规定了最长 7天的长期服务假，但该假不属于法

律意义上的带薪年休假，申请人主张未休该 7天长期服务假

双倍工资报酬于法无据，本委不予支持。基于上述分析，本

委全项请求不予支持。

五、关于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经济补偿金187361.

17元的请求。申请人2022年4月29日以未依法足额发放2022

年1至3月期间劳动报酬、加班值班费、差旅费等事由向被申

请人发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同日被申请人以 XX 渭

中发﹝2022﹞12号文件同意申请人离职。同时，在该文件中，

被申请人自认“2-4月亏损员工利润薪酬暂未兑现”、“202

2年2-4月各月末累计仍亏损，公司未实现盈利，待公司盈利

后将按公司盈利情况发放利润薪酬”。故本委认为，申请人

以被申请人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等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后，向

被申请人主张经济补偿金，于法有据。根据庭审查明申请人

在被申请人处工作14年2个月，结合前述仲裁请求二的分析，

申请人可主张14.5个月的经济补偿金合计145409.29元[（24

66.53+13224.01+13254.87+7937.88+8349.48+18674.58+59

11.44+8318.03+9961.05+8375.04+8619.64+10946.17+430

0）÷12×14.5]。对超出部分本委不予支持。

六、关于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拖欠的差旅费 666元

的请求；申请人提供高速公路通行票据、住宿费票据、宝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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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滨渭区人民法院传票及民事判决书，证明申请人作为被申

请人的委托代理人于 2022 年 3 月 2 日代为参加诉讼活动，

据此主张差旅费 666 元。被申请人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

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申请人可按照被申请人流程在 3

月报销，但在其离职时并未报销，即使真实产生这笔费用，

也应该视为放弃报销。本委评判该项请求证据如下：高速公

路通行票据、住宿费票据、法院传票及民事判决书经被申请

人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该部分证据与该项请求具有密切关

联性，本委予以采信。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离职未报销视为

放弃的意见，本委不予采信，理由是申请人为被申请人的利

益从事代理活动进而产生费用，理应由被申请人负担，被申

请人认为申请人未报销视为放弃，属单方为申请人设定义

务，不符合公平公平正义原则。故，对申请人该项请求本委

予以支持。

七、关于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减损奖金 454.42 元

的请求。申请人提供 2022 年 1 月、2月减损奖励的邮件截图，

证明其应当获得减损奖励 454.42 元，经被申请人的总公司

2022 年 2 月 25 日批复同意，结合申请人工资明细，显示该

笔减损奖金被克扣。被申请人质证称对该项证据的真实性和

证明目的都不认可。本委评判该项请求所涉证据如下：该项

证据系申请人工作邮箱截图，邮件内容显示申请人获得内部

激励实发金额为 454.42 元，被申请人提出异议，应当提供

该项证据的原件加以证明，被申请人未提供，应当承担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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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的后果。本委对该项证据予以采信。对该项请求本委予

以支持。

八、关于裁决被申请人返还申请人垫付的出单员工资

4000 元的请求。申请人提供微信转账截图、被申请人营业执

照复印件、通讯录，证明申请人替被申请人垫付出单员张 XX

工资 4000 元，且微信转账上有业务管理部王 XX 及时任总经

理李 XX 签字确认。被申请人质证称对该项证据的真实性和

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垫付工资不属于仲裁受案范围，垫付应

当由公司财务进行，垫付时间是 2020 年，两年申请人都没

有向公司主张。本委认为，申请人代被申请人向其员工垫付

工资，系申请人作为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将其自有资

金借给被申请人用于支付被申请人员工工资，本质上系债权

债务关系。申请人该项请求确非劳动仲裁受案范围，对该项

请求，本委不予处置。

本案经调解未达成一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

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六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四十七条，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第五条，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误餐补助范围确定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5〕

82 号）之规定，兹裁决如下：

一、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 2022 年 4月 29 日起解除

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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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申请人在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支

付 2022 年 1 月至 3月司龄工资、补扣工资、个人部分绩效

预留金、误餐补贴共计 4300 元；

三、被申请人在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支

付经济补偿金合计 145409.29 元；

四、被申请人在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支

付差旅费 666 元；

五、被申请人在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支

付减损奖金 454.42 元；

六、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

本裁决为非终局裁决。

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渭南市临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期满不起诉的，本裁

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生效仲裁裁决

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仲 裁 员：陈 波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二日

书 记 员：韩梦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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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意义：

劳动者确系在八小时以外担负工作任务的时间，可以计

为加班时间，并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加班费。本案中，劳动者

的工作岗位系外勤岗位，虽属于 24 小时待岗状态，但待岗

时间并非完全处于工作状态，劳动者在工作场所关门后或休

息日期间，虽处于待岗状态，但待岗地点转移到家中，工作

强度明显降低，亦能确保劳动者休息的权利，并不能将待岗

时长全部认定为提供劳动的工作时间；若劳动者认为其待岗

时间为工作（加班）时间，该情形下劳动者作为加班的亲历

者，不存在举证不能的情形，应当对加班基本事实存在承担

举证责任，若其举证不能，将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且，对

于该岗位工作时间的特殊性，劳动者在 2010 年 5 月签订劳

动合同变更书之际即具有预期和理解，符合签订劳动合同

“客观可预期”原则。故即便用人单位未履行不定时工作制

审批手续，也不能因此而认定应该按照标准工作时制支付加

班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