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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猎头招聘 ， 章翔 （化
名） 顺利进入北京一家外资公司
担任人力资源总监职务。 一开始
大家相谈甚欢， 后来就有点儿磕
磕绊绊， 在其任职将近一年时突
然收到了公司的辞退信。 经询问
才知道， 公司辞退他的理由是其
坚持自己的理念和设想， 拒绝听
取同事和领导的意见， 未能关注
公司最紧迫方面的人事需求， 不
适合且不胜任其担任的职务。

章翔不接受公司这个笼统
的、 主观色彩浓厚的辞退理由，
经交涉无果后向劳动争议仲裁机
构申请了仲裁。 仲裁裁决后又经
过法院一审二审， 最终判令公司
与章翔继续履行合同。

“法院这么判了， 公司只得
执行。 但其以无合适岗位可供安
排为由， 直接安排我待岗， 每月
只发一点儿生活费 。” 不得已 ，
章翔再次申请仲裁要求公司补发
上述诉讼期间10个月的工资及待
岗期间2个月的工资差额。 岂料，
这场官司又打到二审才于7月10
日作出终审判决， 由公司按照正
常上班的工资标准向其支付92万
余元。

辞退理由莫名其妙
员工拒绝公司决定

回顾一下两年多来连续打6
场 官 司 的 经 历 ， 章 翔 至 今 气
愤不平。

章翔是 2017年 5月 9日入职
的 。 当天 ， 双方签订了期限至
2020年5月8日的3年期劳动合同。
合同约定其担任人力资源部门高
级总监职务， 每月工资包含基本
工资74580元、 住房补贴3500元、
交通补贴150元、 手机通讯费300
元、 每日餐补15元， 每月应发工
资合计78856.25元。

“这些案件仅仅解决了2019
年3月之前的问题， 此后到现在
的工资问题还没解决， 是不是再
打官司还不一定。” 章翔说， 他
参加工作10多年来， 最不能容忍
的就是公司辞退他的理由。 如果
自己确实有错误就指出来， 他很
乐意改正。

而公司在2018年3月8日向章
翔发出的辞退信内容为： 公司决
定终止您的聘用协议并自即日起
立即生效。 在您归还公司所有财
产包括但不限于电脑、门禁卡、移
动电话、图纸、客户名单、市场营
销信息和原始文件、 副本和电子
文档等之后， 您将获得一笔遣散
费、未休假期的付款。 同时，公司

将承担法律要求的与您离职有关
的所有登记和备案工作。

“这么重要的信件却不给出
任何理由， 决不是公司为了照顾
我的面子和情绪。” 章翔与公司
多次交涉， 对方才逐渐说出其固
执己见、 不易沟通等辞退事由，
但没说出具体内容。 于是， 他向
仲裁机构申请裁决公司继续履行
劳动合同。

无证据证明不适任
法院判令履行合同

仲裁裁决支持章翔继续履行
劳动合同的请求， 公司不服并在
法定期限内诉至法院。

法院庭审时， 公司称与章翔
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 是其在工
作期间一直未能关注解决公司最
紧迫方面的人事需求， 坚持自己
的理念和设想， 拒绝听取同事和
领导的意见和沟通， 被证明不适
合且不胜任人力资源部门高级总
监的职位。 当前， 由于公司撤销
了人力资源部门高级总监的岗
位， 致使双方签订劳动合同时所
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所以， 无法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为此， 公司提交了董事会决
议、 首席营运官和全球首席执行
官的书面证人证言。 其中， 董事
会决议的内容为： 根据公司章程
及中国有关法律的规定， 决议取
消人力资源部门高级总监一职，
自2018年3月8日起生效， 原该职
位职责转由公司人力资源部门其
他职位承担。

公司首席营运官的证言载
明： 我是章翔的直接上级领导。
2018年3月8日， 我与我的直接领
导集团的CEO一起通知章翔， 公
司决定与其解除雇佣关系。 我认
为其的主要原因是： 本公司作为
有10年历史的高科技公司， 在全
球有7家子公司为国际医药企业
做原创药研发服务。 当初聘用章
翔是看中他有多年大型国有企业
人事管理经验， 其上任后也表现
出有主见有想法、 积极肯干的一
面。 起初， 他与公司管理团队的
沟通比较顺利， 大多数高管对其
知识和能力表示认可。 但随着时
间的推移， 其固执己见、 不愿理
解管理团队其他成员想法的一面
逐渐暴露出来， 最终甚至表现出
自以为是、 不愿理会其它高管想
法的状况。 由于其工作重心一直
未能关注解决其他管理层一致认
为的最紧迫的人事方面需求， 而
一味推行其自己的理念和设想，

经长期、 多次沟通交流无效， 公
司高管们一致认为解除其劳动合
同对双方是最好的结果。

公司全球首席执行官的证言
载明： 我们一直希望通过给予章
翔一定长的时间， 让他把他的注
意力重新集中到公司迫切的人事
需求上。 我个人也多次和他就此
做沟通交流， 不幸的是我们期望
的改变一直没有发生。 公司的多
位业务部门副总裁也和章翔多次
交流， 也未能改变章翔的工作重
心和行为。 最后， 多位高管同事
只能简单地停止与章翔在人事方
面的合作。 我只能认定章翔不能
解决公司人事方面的需求， 其理
念和做法并不适合相对年轻并处
于发展期的公司。 经公司研究决
定解除其劳动关系。

章翔不予认可公司的主张，
称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合同时并未
告知其原因。

法院认为， 公司主张与章翔
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是其不适合
且不胜任人力资源部门高级总监
的职位， 但辞退信中并未提及解
聘原因， 证人证言也未能证明相
应主张。 况且， 公司撤销人力资
源部门高级总监岗位并非签订劳
动合同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
重大变化， 故以公司解除劳动合
同依据不足为由， 判令公司继续
履行劳动合同。

此后， 公司以章翔的岗位已
不存在、 双方再无相互信任的基
础不能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为由提
起上诉， 二审法院审理判决驳回
上诉， 维持原判。

违法辞退导致诉讼
工资应当足额发放

公司败诉后于2018年12月22
日向章翔邮寄了待岗通知书， 告
知 他 基 于 生 产 经 营 实 际 情 况
及 管 理需要 ， 公司撤销了人力
资源部门高级总监一职， 其劳动
合同约定的岗位已不存在， 且没
有其他合适岗位可供安排。 现通
知他自同年12月25日起待岗， 并
向他发放待岗期间的生活费。 期
间， 如有合适岗位可供安排随时
通知他。

2019年3月12日 ， 公司向章
翔邮寄了年休假安排通知。 内容
是 ： 根据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
例》 和 《员工手册》 有关年假的
核算规定， 您2018年的年休假合
计10天， 公司在2018年3月工资
发放时已结算给您2天年假工资，
剩余的年假天数为8天。 因 《员

工手册》 规定年假只能顺延至下
一年的3月31日前休完， 公司通
知你自2019年3月15日至3月26日
休2018年度未休的年假。

此后， 公司为章翔缴纳了社
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然而，对于
2018年3月9日至12月24日诉讼期
间的工资 ，公司未予支付 。 自
2018年12月25日起， 公司每月按
照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70%向
章翔支付了基本生活费。 2019年3
月2日，章翔请求仲裁机构裁决公
司 向 其 支 付 上 述 期 间 工 资 及
待遇期间的工资差额、2018年年
终奖等。

仲裁裁决支持了章翔的部分
请求， 公司不服于法定期限内诉
至法院。

法院认为， 公司违法解除劳
动关系后与章翔发生诉讼， 法院
最终判决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章
翔虽在诉讼期间未为公司提供劳
动， 但此系公司解除劳动合同依
据不足所致， 公司应当按照章翔
正常劳动时的工资标准向其支付
上述期间的工资。

关于章翔待岗期间的工资差
额， 因其工作岗位是人力资源总
监， 公司虽提交证据证明已取消
了该职位， 但是， 公司人力资源
岗位的工作内容并未消失， 且公
司未对其新工作岗位作出合理安
排 ， 而是直接通知其待岗 。 因
此， 公司应当按照章翔正常劳动
时的工资标准支付上述期间工资
差额。 经核算， 扣除公司已支付
的基本生活费及为章翔垫付的社
会保险个人应支付部分及住房公
积金， 公司还应支付其2018年12
月25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的
工资差额。 对于章翔要求过高部
分， 或依据不足部分， 法院不予
支持。

据此， 法院判令公司支付章
翔诉讼期间工资损失749216元 、
待岗期间工资差额171530.97元，
两项合计920746.97元。

公司不服判决， 以章翔在诉
讼期间未提供劳动， 按实际提供
劳动的工资标准支付违背劳动合
同法立法本意且显失公平为由提
起上诉。 同时， 公司认为其已无
人力资源高级总监岗位， 继续履
行该岗位的劳动合同缺乏客观条
件。 公司在人事岗位已经满员的
情况下安排章翔待岗并支付生活
费合理合法， 无需再向章翔支付
工资差额。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 原审认
定事实清楚， 适用法律正确， 遂
判决公司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编辑同志：
我是一家公司

的销售人员， 外出
开展业务时都是从
公司申请车辆。 公
司 的 规 章 制 度 规
定， 员工在上班过
程中使用机动车的
应遵守交通规则 ，
若因违章行为造成
公司重大损失的 ，
公司保留向当事人
依法追究赔偿责任
的权利。

3个月前 ， 我
在驾驶公司车辆前
往客户单位途中因
违规变道、 严重超
速， 与赵某驾驶的
车辆相撞， 造成对
方较大损失， 交警
认定我负事故全部
责任。

此后， 赵某起
诉我公司， 法院判
决公司赔偿赵某各
项损失计12万元 。
公 司 支 付 赔 偿 金
后 向我追偿 这 12
万元。

请问， 我有义
务向公司支付这笔
钱吗？

读者： 何一帆

何一帆读者：
公司有权向你

追偿损失。
《工资支付暂

行规定》 第十六条
规定：“因劳动者本
人原因给用人单位
造成经济损失的 ，
用人单位可按照劳
动合同的约定要求
其赔偿经济损失。”

《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
九条规定： “雇员在从事雇佣
活动中致人损害的， 雇主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 雇员因故意或
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 应当
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雇
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 可以
向雇员追偿。”

上述规定表明， 劳动者只
有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导致他
人损害的前提下， 雇主在承担
责 任 后 才 可 以 向 劳 动 者 主
张赔偿。

一般认为， 法律对行为人
只有一般要求， 而行为人欠缺
一般人应注意的程度而产生严
重损害后果时， 应认定有重大
过失。 本案中， 你违反交通法
规， 对事故负全责， 且给公司
造成了12万元的损失， 应当属
于具有重大过失。 而且， 公司
的规章制度也明确规定员工因
过错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的，
公司保留向当事人依法追究赔
偿责任的权利， 所以某公司在
向赵某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
你追偿。 至于追偿的比例， 则
应当综合考虑员工的实际收入
水平、 职业风险、 员工的过错
程度、 单位的管理疏漏、 造成
损害的程度等因素予以确定。
如果双方就追偿比例无法协商
一致， 则应通过诉讼来解决。

对于赔偿的方式， 《工资
支付暂行规定 》 第十六条规
定： “经济损失的赔偿， 可从
劳动者本人的工资中扣除， 但
每月扣除的部分不得超过劳动
者当月工资的20%。 若扣除后
的剩余工资部分低于当地月最
低工资标准， 则按最低工资标
准支付。” 潘家永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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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新政

员工1年未上班也需支付全额工资

常律师：
您好！
我和单位签的劳动合同期限

是2年。 履行到一年的时候， 我
和老板谈了涨工资事项。 经老板
同意， 此后， 我的第一个月工资
按照涨后工资的标准发了 。 可
是， 到第二个月， 工资又掉回了
之前的标准。 公司说， 因为没有
重新签新的劳动合同， 所以， 原
先涨的工资无效， 还让我把上个
月多出的工资退回。 请问， 这是
真的无效吗？

谢谢您的答复。

答：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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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条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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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此， 您的劳动合同变更虽

未采取书面形式， 但已经实际履
行超过一个月，应当认定为有效。

法条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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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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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法辞退员工引发6场官司

老板口头答应涨工资有效吗？
【常律师信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