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情
曾先生是一家公司的职工。

因曾先生看不惯车间主任的 “家
长式” 作风， 曾数次与其顶撞，
致使彼此关系并不融洽， 其甚至
多次扬言让曾先生 “等着瞧。”

近日， 曾先生用工资卡查阅
上月工资， 发现比以往少了200
元后， 遂找过公司询问， 被告知
是由于其在上月有过两次迟到和
早退记录， 公司按照规章制度，
扣除了其全勤奖。

曾先生清楚记得自己根本没
有相应行为， 遂要求公司出具其
迟到和早退的证据。 公司随即向
曾先生出示了车间的考勤记录，
而该记录只是由车间主任独自填
写， 并没有包括曾先生本人在内
的任何人签字确认。

请问： 公司能够将此作为扣
付奖金的依据吗？

说法

公司不能将此作为
扣付奖金的依据

首先， 公司必须就考勤的真
实性承担举证责任。 《劳动争议
调解仲裁法》 第6条规定： “发
生劳动争议，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
的主张， 有责任提供证据。 与争
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
掌握管理的 ， 用人单位应当提
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 （一 ）》 第13条也指出 ：
“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 除名、
辞退、 解除劳动合同、 减少劳动
报酬、 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
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 用人单位
负举证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
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同样规定，
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 因用人
单位作出开除、 除名、 辞退、 解
除劳动合同、 减少劳动报酬、 计
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
劳动争议的， 由用人单位负举证
责任 。 正由于公司以曾先生迟
到 、 早退为由扣付全勤奖的行
为， 减少了曾先生的劳动报酬，
而曾先生认为自己迟到、 早退的
事实并不存在， 公司自然也就必
须对此承担足以证明事实存在的
承担举证责任。

其次， 考勤记录不能作为公
司的扣付依据。 相关司法解释还
规定，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
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 由负
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
果。 也就是说， 虽然公司有考勤
记录为凭， 但由于它只是出于车
间主任一人之手， 尤其是没有任
何人加以见证和确认， 明显具有
很大程度上的主观随意性， 更何
况曾先生与车间主任的关系并不
融洽 ， 甚至其曾扬言让曾先生
“等着瞧”， 即不能排除存在报复
的可能， 决定了所记载的情况未
必就是事实， 在此情况下， 如果
公司没有其它证据加以佐证， 无
疑属于 “证据不足以证明” 曾先
生有过迟到 、 早退 ， 因而只能
“承担不利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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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咨询台】

□ 程成

员员工工遭遭遇遇““被被放放假假”” 咋咋维维权权？？
专家： 工资不能停 年假仍可休

受处罚被停工待岗能否领工
资， 生产淡季未上班期间能否折
抵年假……生活中， 由于种种原
因， 劳动者 “被放假” 现象在现
实中并非个别， 而许多劳动者恰
恰对此束手无策。 笔者作为法官
收集的以下案例， 或许会对广大
职工朋友有所启示。

淡季让员工“放假”
不给工资仍属违法

【案例 】 每到冬天 ， 对吕丽
萍等所在的公司来说， 属于生产
淡季。 2014年同期， 同样也不例
外。 为减少开支， 虽然吕丽萍等
员工并不愿意， 但公司还是决定
只留少部分人在公司维持基本工
作运转， 其余包括吕丽萍在内的
大多数员工 “被放假” 三个月。

鉴于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公
司并没有向 “被放假” 的员工支
付过任何费用， 吕丽萍等曾向公
司索要。 可公司认为： 劳动报酬
自然是以 “劳动” 为前提， 你们
在放假之后没有提供 “劳动 ”，
无疑也就无权获取报酬。

【点评 】 公司的做法是错误
的。

一般来说， 劳动者获取劳动
报酬， 的确是以向用人单位提供
劳动为前提， 未付出劳动则无权
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劳动报酬。 但
在特殊情况下， 劳动者即使没有
提供劳动， 也照样可以获得劳动
报酬或生活费。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 》 第12
条规定， 非因劳动者原因造成单
位停工、 停产在一个工资支付周
期内的， 用人单位应按劳动合同
规定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 超
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 若劳动
者提供了正常劳动， 则支付给劳
动者的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当地的
最低工资标准， 若劳动者没有提
供正常劳动， 应按国家有关规定
办理。 其中的 “按国家有关规定
办理”， 通常是按照不低于最低
工资的70%至80%， 向劳动者支
付生活费直到复产、 复工。 正因
为吕丽萍等 “被放假” 是由于公
司所造成， 也就意味着公司在第
一个月应当按劳动合同向他们支
付工资 ， 此后则必须支付生活
费。

借“放假”逼员工离职
单位应当支付赔偿金

【案例】 李春兰与公司的劳
动合同中约定： 任何一方， 如在
合同期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都
必须向对方支付10万元违约金。

2014年2月 ， 公司由于经营
方向调整， 李春兰的利用价值随
之下降。 为逼迫李春兰辞职， 而
又无需承担违约金， 公司使出了
“歪招”： 让李春兰回家待岗， 且
只发放生活费。

李春兰虽对公司的目的心知
肚明， 但在赌气半年后， 还是不
得不与公司协商解除劳动合同。
而面对李春兰要求支付 “被放
假” 期间经济补偿的请求， 公司
却又拒绝。

【点评】 公司应当将李春兰
“被放假” 期间， 纳入支付解除

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范围。
一方面， 公司让李春兰 “被

放假”， 明显属于拒绝提供劳动
条件。 《劳动合同法》 规定， 对
“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
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 劳动者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而该法第46
条中指出， 就 “劳动者依照本法
第38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 ”，
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
补偿。

另一方面，公司让李春兰“被
放假”，明显也属于变相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法》规定，用
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
止劳动合同的， 应当依照本法第
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
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而该
法还指出， 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
本单位工作的年限， 每满一年支
付一个月工资， 六个月以上不满
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

的，支付半个月工资。

使歪招让员工待岗
“放假”不能抵年假

【案例】 胡雪洁与公司签订
的劳动合同中约定， 其担任公司
文员， 月工资3600元。 2014年9
月， 因公司分管办公室工作的副
总想安排其外甥女接替胡雪洁的
位置， 便将其调往车间上班。 由
于遭胡雪洁坚决反对， 该副总遂
让胡雪洁回家待岗， 等候公司处
理该争执。

一周后， 经公司老总出面干
预 ， 胡雪洁重新回到原岗位上
班。 可当事后胡雪洁提出休五天
年假时， 却被公司拒绝 ,理由是
其 “被放假” 期间没有工作， 应
当折抵年休假。

【点评】 公司不得将 “被放
假” 期间折抵胡雪洁的年休假。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 规
定， 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
10年的， 年休假5天； 已满10年
不满20年的， 年休假10天； 已满
20年的 ， 年休假15天 。 也就是
说， 与之对应， 胡雪洁至少应享
有5天的年休假。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实施
细则》 规定， 不享受年休假或不
再安排年休假的情形限于 ： 累
计工作满1年不满10年的职工 ，
请病假累计2个月及以上的； 累
计工作满10年不满20年的职工，
请病假累计3个月及以上的； 累
计工作满20年以上的职工， 请病
假累计4个月及以上的； 国家规
定的其他不享受年休假的； 累计
一年内待岗3个月及以上职工 。
很明显， 胡雪洁遭遇 “被放假”
导致的未能上班并不在其列。 更
何况造成胡雪洁 “被放假” 的责
任完全在于公司， 而与胡雪洁自
身无关。

职工董事、 职工监事是指依
照法律规定， 通过职工代表大会
(或职工大会及其他形式) 民主选
举进入董事会、 监事会， 代表职
工行使决策和监督权利的职工代
表。

职工董事、 职工监事制度是
公司制企业民主选举一定数量的
职工代表进入董事会、 监事会，
参与企业决策和监督的一项民主
管理制度， 是公司制企业落实职
工民主权利的有效途径， 是职工
董事、 职工监事依法参与公司决
策、 行使监督权利的一系列工作
规程、 权利义务规定和履行职责
要求等规则的总称。

(1) 《公司法 》。 第四十五

条、 第六十八条和第一百零九条
规定， 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或者
两个以上的其他国有投资主体投
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独
资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中必须有职
工董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可以有
职工董事。 第五十二条、 第七十
一条和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 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独资公司和股
份有限公司设立监事会的， 必须
设立职工监事， 其中职工监事的
比例不得低于监事会成员的三分
之一 ， 具体比例由公司章程规
定。

(2) 《企业民主管理规定》。
第三十八条规定， 职工董事、 职

工监事候选人由公司工会根据自
荐、 推荐情况， 在充分听取职工
意见的基础上提名， 经职工代表
大会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方可
当选 ， 并报上一级工会组织备
案。 工会主席、 副主席应当作为
职工董事 、 职工监事候选人人
选。

(3) 其他相关规定 。 2000年
北京市总工会 《关于北京市国有
独资和国有控股公司职工董事职
工监事制度的实施办法》， 2006
年3月国务院国资委 《国有独资
公司董事会试点企业职工董事管
理办法 (试行)》， 2006年5月全国
总工会 《关于进一步推行职工董
事 、 职 工 监 事 制 度 的 意 见 》 ，

2009年3月， 国务院国资委 《董
事会试点中央企业职工董事履行
职责管理办法 》 ， 2009年 12月
《北京市国有独资公司职工董事
管理暂行办法》， 2012年全国总
工会 《关于加强公司制企业民主
管理工作的意见》 等都提出建立
职工董事、 职工监事制度的具体
要求。

考勤未经员工确认
不能作扣奖金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