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以亏损为由擅减劳动报酬 事后称符合法律规定自我辩护

【基本案情】
2015年6月1日， 李某入职A

公司担任销售主管， 双方签订了
三年期劳动合同。 合同第二条约
定李某的月工资标准为： 基本工
资4800元+销售提成， 提成计发
办法按照A公司薪酬管理制度执
行 。 2015年6月至12月期间 ， 李
某在A公司正常工作 ， 该公司
按 照 双 方 劳 动 合 同 约 定 的 工
资 标 准 ， 按月向其支付了劳动
报酬。

从2016年1月起， A公司在未
经协商的情况下， 单方将李某基
本工资标准由劳动合同约定的
4800元调整为3800元， 并从当月
起按照调整后的标准向其发放工
资， 直至2016年7月2日， 双方劳
动合同解除。

李某认为A公司的上述做法
无法律依据。 其要求该公司根据
劳动合同约定的原薪酬标准， 向
其支付2016年1月1日至7月2日期
间的基本工资差额6000元。

A公司主张， 由于经济形势
整体下滑， 该公司一直处于亏损
状态。 为了节约成本， 从2016年
1月起下浮了全体员工的基本工
资标准 （每人每月下浮1000元），
此项措施并不仅针对李某一人。

A公司还主张在变更李某劳
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时， 虽然
未采用书面形式， 但该变更不违
反法律、 行政法规、 国家政策以
及公序良俗， 且已经实际履行超
过一个月，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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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第11条
之规定， 应认定为该变更行为有
效， 不同意李某的要求。

庭审中， A公司未提供与李
某就变更劳动合同基本工资标准
条款进行协商的证据。

【审理结果】
由于A公司未提供与李某就

变更基本工资标准进行协商的证
据， 仲裁委对于李某关于该公司
在未经协商的情况下， 单方降低
其基本工资标准的主张予以采
信。 A公司调整李某的基本工资
标准， 没有与其进行协商， 该调
整行为无法律依据。 故仲裁委对
于李某要求该单位根据劳动合同
约定的原薪酬标准 ， 向其支付
2016年1月1日至7月2日期间基本
工资差额的请求予以支持。

【评析意见】
《合同法》 第77条规定 “当

事人协商一致， 可以变更合同。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变更合同应
当办理批准、 登记等手续的， 依
照其规定”。 即平等主体的自然
人、 法人、 其他组织之间订立合
同后， 如需变更合同条款， 除法
律、 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相关
手续的以外， 只要双方当事人协
商一致， 即可完成变更， 并不要
求必须采取书面形式。

本案中， A公司与李某之间
为劳动关系。 在劳动关系项下，
劳动者是劳动力的所有者， 用人
单位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 从表
面上看， 双方作为各自独立的财
产所有者， 有可能建立一种以双
方合意为基础的平等的社会经济
关系， 形式上具有平等性。 但劳
动者不拥有生产资料， 必须通过
出卖自己劳动力来换取生活资料
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劳动者必须依
附于生产资料所有者， 并且一旦
劳动关系建立起来， 作为劳动者
个人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平等关系
即告结束， 劳动者必须服从用人
单位的支配或指挥， 完成一定的
工 作 任 务 。 在 劳 动 关 系 的 实
际 运 行 中 ， 劳 动 者 与 用 人 单
位之间的关系并无平等性， 而只
有从属性。

这种从属关系具体表现为人
格上的从属性， 即劳动者在劳动
过程中必须服从用人单位的指挥
监督； 经济上的从属性， 即劳动
者必须受雇于用人单位从事劳动
才能谋取生活资料； 组织上的从
属性， 即劳动者需编入用人单位
的生产组织内并遵循用人单位的
生产秩序， 从属性决定了实质上
的不平等性。

考虑到这种不平等性可能对
劳动者造成的不利影响， 《劳动
合同法》 第35条作出如下规定 ，
即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
致， 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
容。 变更劳动合同， 应当采用书
面形式 ”。 根据上述规定 ， A公
司只有在与李某协商一致的情况
下， 才能调整其基本工资标准，
且必须履行书面形式将变更内容
加以固定。 该流程在一定程度上
避免了用人单位凭借优势地位，
随意更改劳动合同条款， 侵害劳
动者权益情况的发生， 但实际操
作中单位与员工口头变更合同内容 ，

并遵照执行的情况也不鲜见。
这种行为， 是劳动关系双方

当事人基于诚信原则， 经过协商
就某一问题达成一致， 变更原劳
动合同约定内容的自主选择。 如
果仅依据未采取书面形式， 而否
定双方自愿达成的合议， 并不利
于保持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 与
《劳动合同法》 的立法初衷也不
吻合。 因此， 2013年2月1日实施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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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第11条作出规定 “变
更劳动合同未采用书面形式， 但
已经实际履行了口头变更的劳动
合同超过一个月， 且变更后的劳
动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 行政法
规、 国家政策以及公序良俗， 当
事人以未采用书面形式为由主张
劳动合同变更无效的， 人民法院
不予支持。”

在此应当注意的是， 上述规
定是对劳动合同变更 “重书面，
轻实践” 的修正， 经双方协商一
致口头变更的劳动合同条款， 只
要经实际履行超过一个月且不违
反法律法规、 国家政策及公序良
俗就应当认可其效力。 可是， 在
实际操作中， 有些用人单位片面
的理解该规定， 认为该条款不仅
有限度的免除了变更劳动合同的
形式要件， 而且也免除了双方协
商一致的前提条件。 这种理解与
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完全相悖。

从规定内容来看， 司法解释
（四） 第11条仅针对 “变更劳动
合同未采用书面形式” 这一种情
形， 并不包括未协商一致。 从法
理上来看， 劳动合同的签订应在

双方平等自愿、 协商一致的基础
上， 劳动合同的变更也应如此。
除法定情形， 任何一方都不能单
方面变更劳动合同的内容。 劳动
合同的变更是原劳动合同的派
生， 是双方已存在的劳动权利义
务关系的发展。

当某种情况的出现使得原劳
动合同的继续履行存在困难或者
成为不可能时， 双方当事人可以
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 经协
商一致， 对原劳动合同的部分内
容进行调整。

变更劳动合同， 应遵循协商
一致的原则， 即当事人双方在充
分表达自己真实意愿的基础上，
经平等协商， 取得一致性意见。
这就要求订立劳动合同的双方当
事人完全出于自愿， 任何一方不
得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对方， 也
不允许第三者非法干预。 只有经
双 方 协 商 同 意 依 法 变 更 后 的
劳 动 合 同方能对双方当事人具
有约束力。

具体到本案， 将李某的基本
工资标准调整为3800元， 这一变
更内容虽不违反法律 、 行政法
规、 国家政策以及公序良俗， 且
已经实际执行超过一个月， 但A
公司在作出上述变更行为前未与
李某进行协商， 该变更行为属于
其单方决定， 对于李某不发生法
律效力。 据此， 李某要求A公司
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原薪酬标
准， 向其支付2016年1月1日至7
月2日期间基本工资差额的请求
于法有据， 仲裁委予以支持。

作者单位 东城区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院

编辑同志：
我们与一家公司的劳动合

同中约定工资为底薪3000元+
提成， 但合同文本只有一份，
且被公司以统一保管为由收
走。 从半年前起， 因公司的产
品严重滞销， 导致亏损不断加
剧， 一直无法按时发放工资。
近日， 鉴于公司收到一大笔陈
年货款 ， 在我们的强烈要求
下， 公司答应结清被拖欠的工
资。 可当我们去领取工资时，
却发现月工资只有1500元， 且
根本没有提成。 面对我们的质
询， 公司以劳动合同中的约定
本来就是如此抗辩， 甚至一再
拒绝出示劳动合同对证。

请问： 在我们手中没有劳
动合同的情况下， 究竟能否获
得所期待的底薪和提成？

读者： 冯婷等11人

冯婷等读者：
你们照样可以获得所期待

的底薪和提成。
首先， 你们有权通过法律

途径获取劳动合同。一方面，你
们可以请求法院责令公司提交
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12条
规定：“书证在对方当事人控制
之下的， 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
当事人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
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责令对方当
事人提交。申请理由成立的，人
民法院应当责令对方当事人提
交，因提交书证所产生的费用，
由申请人负担。 对方当事人无
正当理由拒不提交的， 人民法
院可以认定申请人所主张的书
证内容为真实。 ”另一方面，如
果公司可能毁灭劳动合同，你
们可以请求法院予以保全。《民
事诉讼法》 第81条规定：“在证
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
的情况下， 当事人可以在诉讼
过程中向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
据， 人民法院也可以主动采取
保全措施。因情况紧急，在证据
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
情况下， 利害关系人可以在提
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前向证据
所在地、 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
对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
请保全证据。 ”

其次， 公司拒不提交劳动
合同，应当承担的不利后果。一
方面，公司将受到训诫、罚款的
处罚。《民事诉讼法》第65条第2
款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
的， 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
理由； 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
不成立的， 人民法院根据不同
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
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
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 第102
条也指出：“当事人因故意或者
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人
民法院不予采纳。 但该证据与
案件基本事实有关的， 人民法
院应当采纳， 并依照民事诉讼
法第65条、 第115条第1款的规
定予以训诫、罚款。当事人非因
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
证据，人民法院应当采纳，并对
当事人予以训诫。 ”另一方面，
法院可以直接推定你们的请求
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
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75条
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
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
供， 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
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
以推定该主张成立。 ”

（颜东岳）

【维权】11专题２０16年 8月 １8日·星期四│本版编辑 赵新政│美术编辑 刘红颖│校对 张旭 │E—mail:ldwbwq@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单位持有合同却拒不出示
员工照样可以索要“高薪”

□詹璐璐 张鹤岭

未经协商即降薪 公司被裁补差额

□本报记者 王香阑

■有问必答
提问：安装公司安装员 何时卫 回答：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杨雪峰

安装员私自卖配件被辞退，合法吗？
安装公司安装员何时卫： 我今

年32岁， 去年4月被一家安装公司招
聘为安装员， 负责分片区域的抽油
烟机的安装、 调试和维修。 我在工
作中， 发现有些客户家的抽油烟机
连接烟道的烟道止回阀质量较差，
长期使用后会出现自动开启和关闭
失灵， 导致一家炒菜其他烟道共用
家庭闻味的油烟倒流情况。 为此，
我在市场上批发来一种比较好用的
烟道止回阀。 客户需要时就以90元
的价格卖给他们， 我挣些中间差价。

今年7月初的一天， 我给客户苏
先生家更换了烟道止回阀， 收了对
方90元钱。 第二天， 老板把我叫到
公司， 说苏先生投诉我借安装抽油
烟机之机强行让他们购买烟道止回
阀。 天地良心， 我真没强迫他们，
是我介绍了他家旧的烟道止回阀的
缺点后， 他们自愿付费并让我安装
的。 老板不听我解释， 以影响公司
声誉为名将我辞退。 请问： 公司辞
退我合法吗？

杨雪峰： 你好， 《劳动合同法》

第39条规定了用人单位可以单方面
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 包括严重违
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 严重失职，
营私舞弊， 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
害的。 《最高法关于审理劳动争议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 第13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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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你介绍的情况来看， 你所在

单位如果仅以影响公司声誉为名将
你辞退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若安
装公司以 《劳动合同法》 第39条规
定为由单方面与你解除劳动关系，
需要承担举证责任， 否则承担不利
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