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员工因无离职证明被新单位拒绝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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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一然

开除员工却不出具离职
证明 公司被索赔经济损失
18万元

家住北京的李先生现年40多
岁。 2007年11月， 李先生入职某
机电设备公司。 2014年8月 ， 该
公司下发 《任免通知书》， 将李
先生予以开除， 单方解除了双方
劳动关系， 但没向李先生出具离
职证明。 自2014年8月起， 李先
生没有再为该公司提供劳动。

2015年1月 ， 李先生找到了
新工作。 北京瑞庆诚华咨询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瑞庆公司） 向李
先生发来盖有单位公章的录用通
知书， 内容为拟录用李先生为副
总经理， 月工资为5万元， 请李
先生于2015年1月15日前回复 ，
并最迟在2015年7月15日前携带
已签字确认的录用通知书到公司
报到并签署正式的劳动合同， 报
到当天务必提供离职证明、 毕业
证和学位证、 居民身份证、 社保
卡等。

由于迟迟拿不到离职证明，
无法入职瑞庆公司。 2015年6月，
李先生向劳动监察投诉， 要求机
电设备公司为其开具离职证明。
在劳动监察的监督下， 2015年8
月， 李先生取走机电设备公司为
其出具的离职证明， 但已经超过
了去瑞庆公司报到的最后期限，
李先生未能入职瑞庆公司。

李先生曾两次以不同事由，
分别在海淀区和朝阳区申请劳动
仲裁。 一次要求机电设备公司支
付其2014年9月至12月间的工资
等， 仲裁委裁定不予受理。 另一
次申请劳动仲裁裁决机电设备公

司解除劳动关系无效， 仲裁委裁
决公司行为违法， 双方应恢复劳
动关系。

因没有离职证明而未能进入
瑞庆公司工作， 2015年夏， 李先
生起诉至一审法院， 要求机电设
备公司支付其被拖欠的工资10万
元； 赔偿2015年1月至6月的经济
损失18万元。

在一审法院审理中， 李先生
称其曾于2015年初打电话要求机
电设备公司出具离职证明， 但就
其所述并未向法庭举证。 同时，
机电设备公司代理人称， 双方劳
动关系解除后， 单位已为李先生
出具了劳动关系解除的证明， 是
因为李先生未来单位领取， 才导
致其未能入职瑞庆公司。 而且双
方劳动关系解除后， 李先生没有
再为机电设备公司提供劳动， 不
同意李先生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审理后查明， 2007
年11月， 李先生入职机电设备公
司。 2014年8月， 双方的劳动关
系解除。 此后李先生没有再为机
电设备公司提供劳动。 2015年8
月， 李先生取走了公司为其出具
的离职证明。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 发生
劳动争议，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
主张， 有责任提供证据。 而在庭
审中， 因李先生没有就其两项诉
讼请求提交相关证据， 法院依法
驳回了李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

员工称开具证明是公司
义务 公司说不开证明的损
失法院不应管

一审败诉后，李先生不服，上
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在二审开庭时， 李先生请求撤销
一审法院判决并支持其请求。

李先生认为， 机电设备公司
曾无故将他除名， 后经劳动争议
仲裁委裁决公司此举违法， 因此
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此
外， 法律明确规定， 为离职人员
开具离职证明是用人单位的法定
义务， 但机电设备公司将他除名
后， 在他多次催促下， 迟迟不开
具离职证明， 存在过错。

由于拿不到离职证明， 导致
其无法到新单位重新就业， 李先
生认为机电设备公司应赔偿由此
造成的经济损失。

李先生说， 尽管在劳动人事
监察督促下， 机电设备公司为他
开具了离职证明， 但此时距他离
开公司已经一年时间， 公司这种
做法已经违反劳动法律的规定，
构成严重违法。

在庭审中， 李先生还指控机
电设备公司在一审中伪造证据，
修改 《离职证明》 开出时间， 谎
称是李先生自己迟迟不来单位领
取 《离职证明》， 才导致其未能
到新单位瑞庆公司工作。

对于李先生的诉讼请求，机
电设备公司称一审法院事实认定
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希望二审法
院驳回李先生的全部上诉请求，
维持原判。 同时认为判决中涉及
的未出具离职证明造成的损失诉
讼请求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

未在法定期间出具离职
证明 单位应赔偿由此造成
的损失

二审第一次开庭后， 经李先
生申请， 法官为查明事实真相，
前往海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劳动监察科调查取证 。 证实
2015年6月18日， 李先生曾就单
位未开具离职证明一事， 向劳动
监察科举报。 此外， 法官还前往
瑞庆公司调查， 证实瑞庆公司向
李先生发出录用通知后， 曾催促
过李先生提交离职证明。

在二审中， 李先生向法庭提
交了新证据。 其中， 视频光盘一
份， 证明机电设备公司暴力干扰
其工作， 迫使其无法正常履职。
《公司门禁卡收回证明》复印件和
《资料交接清单》 复印件各一份，

以证明《任免通知书》对李先生解
除劳动关系起了法律效力。

机电设备公司对于上述证据
真实性认可， 但对其证明目的不
认可。

三中院审理认为， 本案中，
双方对于李先生未能及时领取离
职证明原因各执一词， 但均未举
证证明。 而依据 《劳动合同法》
规定， 出具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
书面证明义务人应为用人单位，
且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
时出具该证明， 并在十五日内为
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
转移手续。 庭审中， 因机电设备
公司未举证证明其曾与李先生联
系或直接送达过离职证明， 且未
举证证明其在十五日内为李先生
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
续， 故机电设备公司应对李先生
因 此 造 成 的 经 济 损 失 承 担 赔
偿责任。

就机电设备公司应承担的赔
偿责任而言， 法院认为， 李先生
对机电设备公司过错与其无法就
业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以及因此
所造成经济损失的具体数额负有
举证责任 ， 依据本案查明的事
实， 机电设备公司未向李先生出
具离职证明确导致李先生无法入
职瑞庆公司， 故李先生上诉要求
机电设备公司赔偿其经济损失，
理由正当， 法院予以支持。

对于李先生要求机电设备公
司赔偿经济损失18万元的诉讼请
求， 法院认为， 依据瑞庆公司的
录用通知书， 李先生于2015年1
月 已 明 知 瑞 庆 公 司 要 求 提 供
离职证明， 但其于2015年6月才
着 手 通 过 仲 裁 和 劳 动 监 察 途
径 要 求机电设备公司开具离职
证明， 时隔过长， 李先生主张经
济损失金额明显过高， 法院酌情
予以认定。

另外在一审和二审中， 法庭
都查明自2014年8月起 ， 李先生
未再到机电设备公司工作， 故李
先生要求机电设备公司支付其
2014年9月至2014年12月间的工
资10万元的诉求请求， 法院不予
支持。

综上， 北京市三中院终审判
决撤销一审法院判决， 机电设备
公司赔偿李先生1.8万元 ， 驳回
李先生的其他诉讼请求。

公司未及时出具离职证明赔偿1.8万
依据《劳动合同法》第50条第1款和第89条之规定，

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 为劳动
者出具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书面证明是用人单位的法
定义务，同时用人单位还须在出具证明后十五日内，为
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

前不久,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劳
动争议案件，被告北京一家机电设备公司，因未在法定
时间内向已离职的李先生出具离职证明， 导致李先生
无法入职另一家公司， 最终被判决赔偿李先生经济损
失1.8万元。

最近， 在丰台区花乡一林木
公司上班的小刘遇到一件烦心
事。 2016年3月的一个周末， 从
西单购物回来的他在小区门口被
一辆电动车撞倒， 其脑袋正好磕
在旁边的台阶上。 路过的邻居见
此情形 ， 急忙把小刘送到了医
院。 检查结果为脑震荡， 医生建
议最好住院治疗3个月以上。

小刘向单位说明情况后， 要
求请假3个月。 但因公司业务繁
忙， 领导没有批准， 只给他2个
月的假期。

2016年5月底，公司开始多次
打电话通知小刘上班， 小刘每次
都告诉领导，自己的伤还未痊愈，

希望等到6月份再去。 6月末，在小
刘准备回去上班的前两天， 却收
到了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合同的通
知。 理由是小刘不服从公司规章
制度， 在医疗期满后拒不回公司
上班，因其擅自离职并旷工1个月
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公司的劳动纪
律，因此决定解除其劳动合同，同
时不支付任何经济补偿金。

小刘认为公司因自己休病假
就解除合同的行为实在过分， 但
又不知如何是好， 就来到花乡司
法所寻求法律帮助。

工作人员了解到， 小刘2014
年9月15日开始到公司上班，双方
签订了为期5年的劳动合同 ，到

2016年3月入院治疗，小刘总共工
作了1年零6个月。 工作人员告诉
小刘，根据《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
工负伤医疗期规定》 第二条的规
定：“医疗期是指企业职工因患病
或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治病休息
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限。 ”同
时， 该法规第三条还规定了医疗
期的具体计算方法，即“企业职工
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 需要停止
工作医疗时， 根据本人实际参加
工作年限和在本单位工作年限，
给予三个月到二十四个月的医疗
期：（一） 实际工作年限十年以下
的， 在本单位工作年限五年以下
的为三个月； 五年以上的为六个

月。 （二）实际工作年限十年以上
的， 在本单位工作年限五年以下
的为六个月； 五年以上十年以下
的为九个月； 十年以上十五年以
下的为十二个月； 十五年以上二
十年以下的为十八个月； 二十年
以上的为二十四个月。 ”

根据上述规定， 小刘的工作
时间为1年零6个月， 理应享受3
个月的医疗期， 并且， 诊断医嘱
也要求小刘至少休息3个月。 因
此， 公司不予批准和改变医疗期
长度的行为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同时， 公司在小刘的医疗期内解
除劳动合同， 属违法行为， 故该
解除合同的决定无效。

员工非因工负伤 医疗期谁说了算
□本报记者 刘欣欣

编辑同志：
因公司拖欠我们11万余

元工资， 且经多次催讨一直
未付， 我们无奈之下， 于两
个月前， 制作了一条 “无良
公司 还我薪水 老赖公司 人
人提防” 的横幅， 连续三天
拉在公司大门口， 以期维权。
此举不仅引来了众人围观 ，
且人群纷纷指责、 讽刺、 挖
苦、 嘲笑公司， 甚至四个正
准备与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的
单位也拂袖而去。 可事后公
司竟然 “恶人先告状”， 以我
们侵犯其名誉权为由， 要求
我们承担消除影响、 赔偿损
失等民事责任。 而法院也于
近日判决支持了公司的诉讼
请求。

请问： 公司是法人单位
且欠薪属实， 我们只是想通
过相应方式索要属于自己的
工资， 怎么会构成侵权？

读者： 郑如萍等7人

郑如萍：
法院的判决并无不当， 你

们的确侵犯了公司的名誉权。
一方面， 法人单位同样

享有名誉权 。 《民法通则 》
第一百零一条和第一百二十
条分别规定： “公民、 法人
享有名誉权， 公民的人格尊
严受法律保护， 禁止用侮辱、
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 、 法人
的名誉。” “公民的姓名权、
肖像权、 名誉权、 荣誉权受
到侵害的， 有权要求停止侵
害 ， 恢复名誉 ， 消除影响 ，
赔礼道歉， 并可以要求赔偿
损失。 法人的名称权、 名誉
权、 荣誉权受到侵害的， 适
用前款规定。” 即鉴于名誉是
一个公民、 一个法人的品德、
才干、 信誉等在社会中所获
得的社会评价， 决定了无论
是公民还是法人， 都依法享
有维护自己名誉免遭不正当
贬低、 排除他人侵害的权利。
与之对应， 你们不能因为公
司是法人单位而否定其名誉
权， 并置其名誉损害于不顾，
如果你们造成了公司的名誉
损害， 照样必须承担对应的
民事责任。

另一方面，你们具备侵害
公司名誉权的构成要件。 《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
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七条
规定：“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
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
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
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
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
上有过错来认定。 ”而你们的
行为恰恰与之吻合：一是公司
已经受到他人指责、 讽刺、挖
苦、嘲笑公司，且四个准备与
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的单位也
已离去， 即损失客观存在；二
是虽然公司欠薪属实且系违
法， 但你们也必须通过正当、
合法的途径来维权，你们“以
毒攻毒”式的讨薪同样为法律
所禁止；三是公司的名誉受损
及其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与
你们的行为之间有着内在的、
本质的必然联系，即法律意义
上的因果关系；四是你们在打
横幅时，明知会给公司的名誉
造成损害， 却为了自己的目
的， 放任损害结果的发生，明
显具有主观上过错。

（廖春梅）

公司享有名誉权
“老赖”称呼莫乱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