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员工离职补偿应以工资表为依据核算

公司停业辞退员工
因为补偿产生争议

郑笑寒说， 她于2018年11月
进入公司， 并被安排到主操作岗
位工作 。 至 2019年 12月 18日离
职， 她在公司工作时间为2年2个
月。 在职期间， 双方曾经签订一
份劳动合同， 期限从2018年1月3
日起至2018年12月止。 合同期满
后， 双方没有续签劳动合同， 但
公司将其社会保险缴纳至2019年
12月。

由于经营出现违规行为， 公
司被责令暂停营业。 因长期处于
亏损状态， 公司决定自2019年12
月18日开始全面停业整顿。 除留
守人员外， 其他员工全部离开岗
位并解除劳动合同。 此后， 郑笑
寒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提出仲裁
申请 ， 请求裁决公司按照 9000
元/月的工资标准， 向其支付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仲裁庭审中， 郑笑寒诉称，
其在职期间的工资为9000元/月。
为此， 她提交公司为她出具的加
盖公司公章的 《收入证明 》 及
2019年11月、 12月工资条予以证
明。 同时， 因双方长期未续签劳
动合同， 根据 《劳动合同法实施
条例》 第7条规定， 应当视为其
与公司之间形成了无固定期限劳
动关系。 在此前提下， 公司以停
止营业为借口解除其劳动关系是
违法的。

公司辩称， 其与郑笑寒在合
同中约定月工资为3300元。 在合
同期满前一个月， 公司曾向其提
出续签劳动合同， 但被她以种种
理由推拖。 公司因被责令停业，
与其解除劳动合同不违反法律规
定。

依据查明的事实， 仲裁机构
按照9000元/月的工资标准 ， 裁

决公司向郑笑寒支付经济补偿
22500元。

补偿标准相差巨大
法院采信公司主张

公司不服仲裁裁决， 向一审
法院提起诉讼。

公司认为， 仲裁机构认定郑
笑寒工资收入9000元/月是错误
的。其提供的劳动合同、员工工资
表等， 均可证明郑笑寒的工资是
5157.67元/月。 再者，在劳动合同
期满前， 公司与愿意继续工作的
员工都续签了劳动合同， 只有郑
笑寒不肯离职又不肯续签劳动合
同。依据《劳动合同法》第46条第5
项规定， 在公司维持原劳动合同
条件续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郑
笑寒执意不续订合同， 公司无需
向其支付任何经济补偿。

一审法院查明， 2018年12月
至2019年12月， 郑笑寒的月工资
收入为4952.97元至5157.67元不
等， 其中8个月的工资表中有其
签名 ， 并在庭审中予以确认 。
2019年12月18日的工资条显示 ，
第27、 28次发放工资时， 郑笑寒
共领到14656元。

一审法院认为， 虽然公司与
郑笑寒之间只签订过一年的劳动
合同， 但郑笑寒在职期间公司一
直按月为其发放工资， 并为其缴
纳社会保险， 故应确认双方之间
存在事实上的无固定期限的劳动
关系。

本案中， 公司被责令停业整
顿后决定全面停业， 该情形符合
《劳动合同法》 第41条第1款第2
项、 第4项的规定， 一审法院认
为， 公司可以与郑笑寒解除劳动
关系。 相应地， 根据 《劳动合同
法》 第46条第1款第4项规定， 公
司应依法向郑笑寒支付经济补偿
金。

按照 《劳动合同法》 第47条
第1款、 第3款规定， 郑笑寒在公
司工作2年2个月， 公司应向其支
付2.5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 且
月工资是郑笑寒在2018年12月至
2019年11月这12个月在公司所领
取工资的平均工资。 在这12个月
中， 郑笑寒确认是其本人签名的
8个月的平均月工资是 5027.78
元 。 虽然郑笑寒认为 2018年 12
月、 2019年4月、 11月的工资收
入不是其本人的签名， 但从这3
个月的工资收入看， 与其确认的
其他8个月的工资基本相符， 应
确认这3个月的工资收入也属她
的工资收入。 按这11个月的工资
收入计算， 郑笑寒这11个月的平
均工资收入是5040.27元 。 纵然
如此， 由于公司不提供2019年2
月的工资表， 无法准确计算出郑
笑寒在劳动合同解除前12个月的
平均工资。

另外， 公司在起诉状中提出
郑笑寒工资收入是5157.67元/月，
与郑笑寒前11个月的平均工资收
入5040.27元基本相符 。 因未能
提供完整工资表的责任在公司 ，
从举证责任的承担及有利于保
护 劳 动 者 合 法权 益 的 原 则 出
发 ， 一审法院确认郑笑寒在劳
动合同解除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
为5157.67元/月。 据此， 公司应
支 付 给 郑 笑 寒 经 济 补 偿 金 为
12894.18元。

郑笑寒称其工资收入应按
9000元/月计算 ， 其依据是 《收
入证明》。 但综合其在庭审中确
认的是其本人签名的8个月工资
的收入情况来看， 其在这8个月
的平均工资只是 5027.78元/月 ，
与此差距较大且不符合常理。 而
公司在对 《收入证明》 质证时认
为， 该收入证明中的内容是郑笑
寒为了方便办理购房贷款而自行
填写的 ， 其中郑笑寒的月收入

9000元是不真实的， 其月收入应
以工资表的收入为准。 一审法院
认为该质证意见是比较客观、 合
理的， 故不采信郑笑寒的主张。

综上， 一审法院判决公司
给 付 郑 笑 寒 离 职 经 济补偿金
12894.18元。

员工不服一审判决
二审法院驳回上诉

郑笑寒不服一审法院判决，
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 双方争议的
焦点是公司应向郑笑寒支付的经
济补偿金是多少。 郑笑寒上诉主
张的工资标准9000元/月 ， 其主
要证据是 《收入证明》 以及2019
年11月、 12月的工资单。

因 《收入证明》 是开具给贷
款单位使用的， 公司抗辩称该收
入是郑笑寒为买房需要， 请求公
司开具的收入证明， 不是其实际
领取的工资， 理由较为合理， 二
审法院认为， 仅凭 《收入证明》
不能证明其每月实际领取的工资
为9000元。

郑笑寒提供的2019年11月 、
12月的工资单仅显示其两个月的
工资， 未显示她的其他月份工资
以及其他员工的工资， 且据该工
资单显示， 发放工资的时间均为
2019年12月18日， 也即是郑笑寒
的离职时间。 对此， 公司辩称是
因其停业整顿后 ， 郑笑寒有意
见， 公司老板为解决矛盾， 作为
个人赔偿的经济补偿金给郑笑寒
的。 因从该工资单上不能反映郑
笑寒每月正常领取的工资均在
9000元以上， 二审法院对其该项
主张不予采纳。

鉴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
楚、 适用法律正确， 二审法院于
7月2日判决驳回郑笑寒上诉， 维
持原审判决。

专题【维权】10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wq@126.com│本版编辑 赵新政│美术编辑刘红颖│校对 刘芳│２０21年 7月 5日·星期一

小董是一家公司的普通
员工， 收入很一般， 虽然快
40岁了， 还一直没成家。 2
年前， 小董想跟他人合伙做
生意， 向同事夏某借款5万
元。 因生意亏本， 借款期满
后， 小董无力还钱。

2021年5月 ， 小董在工
作时发生工伤事故并导致死
亡， 其父母从社保部门领取
了35万元的赔偿款。 刚领回
这笔钱， 夏某就找上门， 说
这笔钱是小董的遗产， 应当
从中拿出5万元来还他。

那么， 小董父母是否应
当从该笔赔偿金中拿出5万
元来偿还小董生前所欠的
债？

【分析】
是否应当拿出5万元来

还小董生前的债务， 首先要
明确该笔赔偿金的性质， 它
是否属于死者小董的遗产？

《工伤保险条例》 第三
十九条规定 ， 职工因工死
亡， 其近亲属按照从工伤保
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 供
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
补助金。 很显然， 小董父母
拿到的35万元赔款属于上述
项目， 俗称为一次性工亡赔
偿金或工亡保险金。

而工亡赔偿金与遗产属
于不同的范畴， 二者的性质
截然不同。

什么是遗产 ？ 《民法
典》 第一千一百二十二条规
定： “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
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 依照
法律规定或者根据其性质不
得继承的遗产， 不得继承。”
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出， 遗产
是自然人生前合法取得并在
其死亡时已经实际存在的财
产， 它产生于自然人死亡之
前。

而工亡赔偿金与遗产迥
然不同。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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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条的规定， 工亡赔偿金
是基于自然人人身受到侵害
而对其近亲属所支付的赔
偿， 是对死者近亲属的精神
与物质补偿， 获得工亡赔偿
金的权利人是死者近亲属，
而非死者。 在分割工亡赔偿
金时应优先照顾被扶养人的
利益， 剩余部分应根据与死
者的亲疏远近、 与死者共同
生活的紧密程度及生活来源
等因素进行适当分割。

由此来看， 工亡赔偿金
是在受害人死亡后才产生
的，并非公民生前的财产，也
不是给予死者的，因此，不属
于遗产的性质，不得继承。

综上， 虽然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五十九条、 第一
千一百六十一条规定： “分
割遗产， 应当清偿被继承人
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
务” “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
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
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
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 继
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
但是， 由于工亡赔偿金不是
小董的遗产， 故夏某要求从
中拿出5万元还债的主张不
能成立， 小董的父母有权拒
绝。 而夏某的合法债权， 只
能寻求从小董的遗产中合理
受偿。 潘家永 律师

编辑同志：
我父亲受雇于个体工商户高

某。 两个月前， 父亲因病无法上
班， 为不被扣除全勤奖金， 我也
正好无事在家， 遂未经高某同意
私自顶替父亲上班。 不料， 我刚
开始工作便不慎因地滑摔伤， 并
花去10000余元医疗费用。

事后， 因高某没有为雇员办
工伤保险， 我曾要求其赔偿相应
的损失， 而高某以我不属于工伤
主体为由， 认为我不构成工伤。

请问： 高某的理由成立吗？
读者： 周 洋

周洋读者：
高某的理由成立， 你所受伤

害的确不构成工伤。
《工伤保险条例》 第二条规

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
类企业、 有雇员的个体工商户应
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参加工伤保
险， 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员
缴纳工伤保险费。” 第六十二条
第二款规定： “依照本条例规定
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
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
的， 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
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
付费用。” 即作为用人单位的确
具有为员工办理工伤保险的义
务， 且如果违反该义务必须承担
相应的赔偿责任， 但其针对的主
体只能是职工， 也就是说前提在

于伤者必须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
关系。

结合本案， 个体工商户高某
究竟应否对你承担工伤赔偿责
任， 关键在于你们之间是否形成
劳动关系。 如果形成劳动关系，
高某就应当承担工伤赔偿责任，
反之则不必承担责任。

判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
是否形成劳动关系， 一要看是否
有书面劳动合同； 二是如果没有
书面劳动合同， 则要看是否存
在事实劳动关系 。 很明显， 你
与高某之间并没有书面劳动合
同。

那么， 你们之间是否存在事
实劳动关系呢 ？ 回答也是否定

的：
一方面， 用工的前提在于用

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就用工问题
达成过一致， 劳动者是根据用人
单位的安排从事工作。 而你根本
没有与高某协商， 甚至高某对你
顶替父亲上班并不知情， 更不用
说达成一致。

另一方面， 劳动关系具有不
可替代性， 你私自为父亲顶班，
只能说你系代替父亲付出劳动，
并不等于你已经取代父亲的雇员
身份， 也不等于你父亲与高某的
劳动关系暂时消灭或暂停， 更不
等于你与高某另行建立了劳动关
系。

颜东岳 法官

儿子擅自为父亲顶岗，发生伤害是否构成工伤？

工亡赔偿金非遗产
不可用于直接还债

按照 《劳动合同法》 第41条规定， 用人单位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对于被
解除合同劳动者，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本法第46条规定支付经济补偿。 经济补偿的数额按劳动者在本单位
工作的年限和月工资标准计算。 其中， 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12个月的平均工
资。

因所在公司被责令停业整顿， 郑笑寒 （化名） 被迫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 在计算离职经济补偿时，
她主张其工资标准为公司出具的 《收入证明》 载明的每月9000元， 并按此标准进行核算。 公司表示反
对， 称其每月实际工资仅5000多元， 应按此标准进行补偿。

公司不服仲裁裁决向法院提起诉讼。 庭审中， 公司称 《收入证明》 的内容是郑笑寒为了方便办理购
房贷款自行填写的， 郑笑寒确认其工资表中8个月的平均工资为5027.78元。 因二者差距较大且不符合常
理， 公司的质证意见比较客观， 一审法院遂采信并支持其主张。 郑笑寒上诉后， 又被二审法院驳回。

□本报记者 赵新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