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劳动者主张带薪年休假的
权利时， 总有一些用人单位这样
回答其提出的疑问： 你未主动提
出休年休假， 等于自动放弃！ 在
别的单位的工作年限， 不能作为
本公司计算年休假的依据！ 若劳
动者自行解除劳动合同， 此前未
休年休假的报酬应当清零！ 这些
回答正确吗 ？ 是否符合法律规
定？ 对此， 以下3个案例分别进
行了详细的法理解析， 并用事实
再次证明用人单位的上述回答是
错误的。

【案例1】
劳动者未提出休年假申

请， 不等于自动放弃

在一家公司连续工作两年的
钟女士， 虽多次想过休年休假，
但考虑公司生意火爆， 担心给公
司带来不便， 便一直没有提出休
假申请。 可是， 当钟女士要求支
付未休5天年休假期间的3倍工资
时， 被公司一口拒绝， 理由是公
司没义务给钟女士放假， 其没有
向公司要求休假等于自动放弃。

【点评】
公司必须向钟女士支付未休

年假期间的3倍工资。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
办法》 第九条规定： “用人单位
根据生产、 工作的具体情况， 并
考虑职工本人意愿， 统筹安排年
休假。 用人单位确因工作需要不
能安排职工年休假或者跨1个年
度安排年休假的， 应征得职工本
人同意。” 即年休假并非只有职
工提出才能启动， 在职工没有提
出的情况下， 用人单位也应主动
安排， 更不能视为自动放弃。 否
则， 用人单位必须依据该办法第
十条规定进行如下处理： “用人
单位经职工同意不安排年休假或
者安排职工年休假天数少于应休
年休假天数， 应当在本年度内对
职工应休未休年休假天数， 按照
其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未休
年休假工资报酬。”

【案例2】
劳动者更换新工作单

位， 应休假年限累计计算

在一家单位工作10年之后，
袁女士因多种原因提出离职， 并
重新到另外一家公司任职。 到公
司工作2个多月， 袁女士提出休
10天年休假的申请， 但被公司拒
绝。 公司的理由是 《职工带薪年
休假条例》 第三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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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袁女士在本公
司的工作时间不到一个季度， 故
只能给予5天的年休假时间。

【点评】
袁女士有权享有10天带薪年

休假。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
施办法》 第四条规定： “年休假
天数根据职工累计工作时间确
定。 职工在同一或者不同用人单
位工作期间， 以及依照法律、 行
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视同工作
期间， 应当计为累计工作时间。”
因此， 即使劳动者更换了用人单
位， 计算年休假的时间也应当与
原工作单位的时间进行累计， 其
在原单位当年已休过部分年休假
的， 在新单位仍可继续， 只不过
需要折算。 即在新单位当年年休
假天数＝当年度在本单位剩余日
历天数÷365天×职工本人全年应
当享受的年休假天数。

【案例3】
劳动者提前离职， 也能

获得未休年假报酬

与一家公司为期两年的劳动

合同履行一年后， 陈女士需要随
丈夫前往外地工作。 于是， 她向
公司提交了拟在30日后离职的书
面辞呈 。 公司虽同意陈女士离
职， 但对陈女士提出的要求公司
支付的未休年假报酬予以拒绝。
公司给出的理由是陈女士系主动
提出解除劳动合同， 与之相对应
权利全部清零。

【点评】
陈女士有权索要未休年假期

间的劳动报酬。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

办法》 第十二条规定： “用人单
位与职工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
时 ， 当 年 度 未 安 排 职 工 休 满
应 休 年休假的 ， 应当按照职工
当年已工作时间折算应休未休年
休 假 天 数 并 支 付 未 休 年 休 假
工资报酬， 但折算后不足1整天
的部分不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
酬。 用人单位当年已安排职工年
休假的， 多于折算应休年休假的
天数不再扣回。” 这里的 “用人
单位与职工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
同”， 包括所有解除或终止劳动
关系的情形。 本案中， 陈女士主
动提出解除劳动合同， 亦属这种
情形。

颜东岳 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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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年休假权利，劳动者应知道这3件事！
编辑同志：

刘某是我公司的小轿车
驾驶员。 去年10月的一天，
刘某私自驾驶公司的轿车送
其父亲到医院看病， 返程途
中撞伤范某， 交警部门认定
刘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经
司法鉴定， 范某构成五级伤
残。 该起事故给范某造成了
30万元的损失， 但交强险和
商业三者险只理赔了 18万
元。 就剩余的12万元损失，
范某要求我公司和刘某共同
赔偿。 我公司认为， 刘某私
自驾驶公车办私事， 应当由
其本人独自承担赔偿责任。

请问： 用人单位对公车
私用过程中肇事造成的损
失， 是否要承担赔偿责任？

读者： 蔡成德

蔡成德读者：
可以肯定的说， 剩余的

12万元应当由刘某和你公司
共同赔偿。

刘某因非职务行为给他
人造成损失， 自应直接承担
赔偿责任， 你公司不用承担
替代责任。 《民法典》 第一
千一百九十一条规定： “用
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
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
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 用
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后， 可
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
工作人员追偿 。” 就是说 ，
用人单位的员工在执行工作
任务过程中造成他人损害
的， 用人单位要替代员工对
外承担侵权责任。 但是， 员
工实施的与工作无关的行
为 ， 即使发生在工作时间
内， 用人单位也不承担侵权
责任。 本案中， 刘某私自驾
驶公司车辆送人到医院看
病， 系为处理个人私事， 不
属于职务行为， 因此而给范
某造成损失的， 应自行承担
侵权赔偿责任。

不过， 你公司亦难逃干
系。 《民法典》 第一千二百
零九条规定： “因租赁、 借
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 管
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
时 ， 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
害， 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
的， 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
偿责任； 机动车所有人、 管
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
的，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本案中， 刘某虽然是公车私
用， 但你公司作为车辆的所
有人和管理人， 有责任建立
健全人财物的管理、 诫勉等
机制， 采取预防措施控制公
车私用。 刘某办私事使用公
车， 说明你公司在车辆管理
方面存在漏洞， 具有一定的
过错， 而且管理不善与事故
的发生存在一定的因果关
系， 故你公司有推脱不了的
责任， 应依法向受害人范某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当然， 刘某因私事擅自
使用公车， 导致发生交通事
故造成他人损害， 应承担主
要赔偿责任。 你公司和刘某
之间的具体分担比例， 可以
由双方自行协商。 如若无法
协商 ， 范某可以向法院起
诉， 由法院根据你公司和刘
某各自的过错程度依法确
定。

潘家永 律师

公车私用撞伤人
公司也要担责任

近日， 职工骆慧向本报反映
说， 她和丈夫孙某有一套50平方
米的商铺， 对于家庭财务事项的
处理，他们曾书面约定超过1万元
以上的应当由夫妻双方共同决
定。 2021年9月，孙某背着她与翟
某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 将商铺
租给了翟某，租期5年，每年租金2
万元。她认为翟某给的租金太低，
遂要求增加。 由于翟某不同意增
加租金，她提出收回商铺。因为出
租商铺未经过她同意， 是孙某的
单方行为，该签约行为无效。她想
知道： 自己是否有权要求收回商
铺？

法律分析
该房屋租赁合同是合法有效

的，骆慧无权毁约。
本案涉及的是夫妻日常家事

代理权， 所谓夫妻日常家事代理
权， 是指夫妻一方因家庭日常生
活需要而与第三人进行一定民事
法律行为时互为代理的权利。 《民
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条规定：“夫
妻一方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实
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对夫妻双方
发生效力， 但是夫妻一方与相对
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夫妻之间对
一方可以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范
围的限制 ， 不得对抗善意相对
人。 ”该条规定包括以下四点：

一是日常家事代理权的行使
仅限于 “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
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家庭日常
生活需要即日常家事， 是指为满

足正常的夫妻共同生活和家庭生
活所必须的，非人身性的事务，例
如，购买食物、衣服等生活用品，
正常的娱乐、保健、医疗费用，通
常的子女教育费， 履行扶养义务
发生的费用等。

二是允许夫妻就日常家事代
理权的行使进行限制，但是，为了
维护正常交易安全， 保护第三人
的合法权益， 夫妻之间的这种内
部约定不能对抗善意相对人。 所
谓“善意”，是指相对人不知道或
者不应当知道夫妻之间在日常家
事代理权的行使方面有内部限制
的约定。

三是夫妻任何一方依日常家
事代理权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所产生的一切结果归属于夫妻双

方，取得的权利由双方共同享有，
产生的义务也由双方共同承担。

四是夫妻一方在行使日常家
事代理权时， 可以与相对人作出
该行为的效力不及于另一方的约
定。 比如，丈夫明确跟相对人说其
实施该行为只代表其个人意愿 ，
只约束自己，不涉及妻子。

本案中， 孙某有日常家事代
理权， 有权单方与他人签订房屋
租赁合同。 虽然夫妻约定超过1万
元的家庭财务事项须双方共同决
定， 但相对人翟某在签约时并不
知晓该约定。 因此，骆慧不能以自
己不知道或者有内部约定为由而
主张房屋租赁合同无效。 如骆慧
执意要解除该合同， 就应承担违
约责任。 潘家永 律师

丈夫背着妻子签订的出租合同有效吗？

【案情】

2019年7月15日 ， 佟永旭入
职某公司， 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
期限为2019年7月15日至2021年7
月15日。

2020年12月16日， 公司向佟
永旭出具 《劝辞说明书》， 载明：
“公司与你在2019年7月签订了劳
动合同， 双方建立了劳动关系，
但在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 公司
发现你在2020年11月18日至12月
12日存在旷工和多次上班缺卡现
象， 该行为严重违反公司 《规章
制度》 中员工出勤管理规章制度
细则。 由于你的不良行为给公司
工作环境造成了重大影响， 现决
定对你进行劝辞。”

佟永旭收到 《劝辞说明书》
后继续工作2天， 之后不再上班
并自行离职。 因不服公司劝辞理
由， 佟永旭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
会申请仲裁， 请求确认其与公司
2019年7月15日至2020年12月16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支付2019
年7月15日至2020年12月16日的
未休年假工资4413.8元、 支付违
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32000元。

经审理，仲裁委于2021年5月
9日作出裁决书，裁决确认双方在
相应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公司向
佟永旭支付2019年1月15日至7月
15日未休年假工资1471.26元。

佟永旭不服该裁决， 诉至法
院。 其诉讼请求为： 判令公司向
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32000元、 支付2019年7月15日至
2020年12月16日的未休年假工资
4413.8元。

法院开庭审理时， 公司答辩
称， 佟永旭系因违反公司考勤制
度， 在2020年11月6日至12月底
存在迟到、 缺卡、 无故旷工等严
重违纪情况， 依据公司规章制度
规定将其辞退。 不过， 公司没有
向佟永旭送达解除劳动关系通知
书， 而是送达了劝辞说明。 佟永
旭收到该劝辞说明后表示同意考

虑， 继续工作两天后自行离职。
基于这些事实， 公司无需向佟永
旭支付离职补偿或赔偿金。 关于
年休假工资， 佟永旭在职期间多
次请假休息， 且口头同意抵扣相
应的年假， 因此， 公司不同意再
向其支付年假工资。

法院审理认为， 2020年12月
16日， 公司以佟永旭多次违反考
勤制度为由， 向其送达 《劝辞说
明书》， 其中写明对其进行劝辞。
佟永旭主张公司向其送达 《劝辞
说明书》 的行为构成单方解除劳
动合同但缺乏事实依据， 对其要
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
偿金的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未休
年休假工资， 公司未举证证明已
安排佟永旭休年假， 因此应支付
其在公司工作期间未休年假工资
报酬。

据此， 法院判决公司于本判
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原告佟永旭
2019年 7月 15日 至 2020年 12月
16 日 期 间 未 休 年 假 工 资 报 酬

4413.8元。

【评析】
《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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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本案的基本事实看，
佟永旭存在迟到、 缺卡、 无故旷
工行为， 暂且不论该行为是否构
成严重违纪， 其自2020年12月18
日后不再到公司上班， 即属于自
动辞职。 至于公司向其出具 《劝
辞说明书》， 仅仅是建议性质的
劝说其辞职， 并非向其发出明确
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 并不具
有解除劳动关系的法律效力。 在
公司并未与其解除劳动关系情形
下， 佟永旭因理解上出现偏差而
自己主动辞职， 其主张支付赔偿
金的请求当然不能得到法律的支
持。

杨学友 检察官

公司对职工“劝辞”是否等同于解除劳动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