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野外树林或自家果园架设粘网猎鸟、 带着宠物狗边遛弯边抓野兔……

基本案情
2023年11月25日， 江先生与

一家贸易公司签订了期限为1年
的劳动合同。 双方在劳动合同中
约定， 江先生的试用期为2个月，
试用期内月工资为7000元， 试用
期满后月工资8500元。 之后， 江
先生按照公司约定的时间于11月
27日正式报到入职。

可是 ， 令江先生没想到的
是， 首日工作结束后， 贸易公司
人事部门就通知他次日不用再来
了， 同时， 告知他到公司会计那
里领取一天的工资200元。 江先
生接到的 《解除劳动关系通知
书》 中， 并没有给出解雇他的理
由。

江先生想知道： 贸易公司无
理由解雇他的行为是否合法？ 在
这种情况下， 他可以主张哪些权
利？

法律分析
首先， 贸易公司解雇江先生

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按照法律规定， 劳动者辞职

可以无理由， 但用人单位辞退劳
动者应当符合法定的条件和程
序。 对此， 《劳动合同法》 第二
十一条规定： “在试用期中， 除

劳动者有本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
十条第一项、 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外 ， 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
同。 用人单位在试用期解除劳动
合同的 ， 应当向劳动者说明理
由。”

另外， 《劳动合同法》 第三
十九条规定： “劳动者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 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
动合同： （一） 在试用期间被证
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二） 严
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
（三） 严重失职， 营私舞弊， 给
用 人 单 位 造 成 重 大 损 害 的 ；
（四） 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
位建立劳动关系， 对完成本单位
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 或者
经用人单位提出， 拒不改正的 ；
（五） 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
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
无效的； （六） 被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的。”

上述规定表明， 劳动者具有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九条规定
的过错情形之一的， 无论是在试
用期内还是在试用期满后， 用人
单位均可以即时辞退， 无需提前
告知， 也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
但是， 用人单位无论是采用即时
辞退的方式还是采用其他辞退的
方式， 都必须在 《解除劳动关系

通知书》 给出辞退的理由。
就本案而言， 贸易公司采用

的是即时辞退的方式， 故应当写
明江先生具有 《劳动合同法》 第
三十九条规定的六种情形之一，
而且还必须有证据证实。 可是，
贸易公司并没有给出任何理由，
这种做法显然属于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

针对贸易公司无故解除劳动
关系的行为， 如果江先生就此申
请劳动争议仲裁或者向法院起
诉，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即使贸易
公司给出了辞退理由， 且该理由
属于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九条
规定的情形， 劳动争议仲裁机构
和法院也不会认可， 仍将认定贸
易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因为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和法院在
判断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关系
行为的合法性时， 仅以用人单位
向劳动者发出的解雇通知的内容
作为认定依据， 即解雇理由均以
当事人当时的意思表示为准， 对
用人单位之后补充或增加的解雇
理由是不予采纳的。

其次， 江先生在被贸易公司
无故辞退的情况下， 可以主张如
下权利：

一是有权要求贸易公司向其
支付给赔偿金， 即二倍的经济补

偿金 。 在这方面 ， 《劳动合同
法 》 第四十七条规定 ： “ 经济
补 偿 按 劳 动 者 在 本 单 位 工 作
的 年 限 ， 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
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 六个
月以上不满一年的 ， 按一年计
算； 不满六个月的， 向劳动者支
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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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于贸易公司解雇江先生的行为构
成违法， 故应依法向江先生支付
赔偿金7000元 （7000元/月×半个
月×2倍）。

二是有权要求贸易公司补足
工资差额。 本案中， 江先生上班
一天， 贸易公司仅支付其200元
工资 ， 显然不符合规定 。 根据
《关于职工全年月平均工作时间
和工资折算问题的通知》 （劳社
部发 〔2008〕 3号 ） 的规定 ， 职
工月计薪天数为21.75天。 因此，
贸易公司应当支付给江先生一天
的工资应为 （7000元÷21.75天＝
321.84元 ）。 如此算来 ， 贸易公
司还需向江先生支付工资差额
121.84元。

潘家永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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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2023年11月27日 ， 我

所在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
会， 讨论通过了 《员工手
册》。 我在 《员工手册》 公
示期间， 详细阅读了相关
内容。 其中， 第23项明确
规定公司实行 “密薪制”，
即对员工的工资薪酬福利
待遇进行保密， 员工之间
不得相互打听、 泄露 ， 否
则将构成违纪。

请问 ： 公司此举是否
侵犯员工的知情权？

读者： 郭莉莉

郭莉莉读者：
公司此举并未侵犯员

工的知情权。
《劳动合同法 》 第八

条规定： “用人单位招用
劳动者时， 应当如实告知
劳动者工作内容、 工作条
件、 工作地点、 职业危害、
安全生产状况、 劳动报酬，
以及劳动者要求了解的其
他情况； 用人单位有权了
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
相关的基本情况， 劳动者
应当如实说明。”

与之对应 ， 劳动者知
情权是指其具有了解自己
工作内容、 工作条件 、 工
作地点、 职业危害 、 安全
生产状况、 劳动报酬以及
其他情况的权利 。 但是 ，
劳动者就该权利的行使必
须以 “合法” 为前提 ， 在
特定情况下必须受到限制。
如 《劳动合同法》 第四条
规定： “用人单位在制定、
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
酬、 工作时间、 休息休假、
劳动安全卫生、 保险福利、
职工培训、 劳动纪律以及
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
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
度或者重大事项时， 应当
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
职工讨论， 提出方案和意
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
等协商确定。在规章制度和
重大事项决定实施过程中，
工会或者职工认为不适当
的， 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
通过协商予以修改完善。用
人单位应当将直接涉及劳
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
和重大事项决定公示，或者
告知劳动者。”

另外 ， 《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
适 用 法 律 问 题 的 解 释
（一）》 第五十条第一款规
定： “用人单位根据劳动
合同法第四条规定 ， 通过
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
不违反国家法律、 行政法
规及政策规定， 并已向劳
动者公示的， 可以作为确
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

正因为本案所涉 《员
工手册》 中关于 “密薪制”
的规定， 履行了民主程序，
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及政
策对此也没有禁止性规定，
在该规定没有违反国家法
律、 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
的情况下， 对全体员工具
有约束力， 员工不能以侵
犯知情权为由加以否决 。

廖春梅 法官

骑着摩托车、 带着惠比特犬
在路上边遛狗边抓野兔， 在自家
果园或无人管理的树林里架设粘
网猎捕野生鸟类， 这些做法是否
涉嫌违法犯罪？ 以下案例及其解
析表明， 在全年禁猎、 全域禁猎
的北京， 如果当事人实施抓捕野
鸟、 野兔等行为， 不仅涉嫌违法
更可能构成犯罪。

案例1
遛惠比特犬捕野兔， 构

成非法狩猎罪

小李养有一条惠比特犬。 每
天晚上， 他都喜欢在某区H镇戴
着头灯骑行摩托车， 并用惠比特
犬抓野兔 。 小李说 ， 在 路 上 骑
行 时 如 果 碰 上 野 兔 就 让 狗去
抓 ， 狗抓到兔子后直接将其咬
死。 如果碰不上兔子， 就算是去
遛狗。

遛着狗就能捕野兔， 小李的
行为看起来很潇洒。 但是， 某区
H镇为禁猎区， 小李未经园林绿
化局批准， 多次在该镇使用猎犬
狩猎， 属于使用禁用狩猎方法狩
猎。

本案提起诉讼后， 法院经审
理认为， 小李违反狩猎法规， 在
禁猎区使用禁止使用的行猎方式
狩猎，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 情节
严重， 其行为构成非法狩猎罪，
依法应予惩处。 鉴于小李到案后
如实供述所犯罪行， 自愿认罪认
罚， 可依法从轻处罚。 综合考虑
小李的犯罪情节， 判决小李构成
非法狩猎罪， 并处罚金5000元。

【法官说法】
根据 《北京市禁止猎捕陆生

野生动物实施办法 》 第二条规
定， 本市行政区域内全域为禁猎
区， 全年为禁猎期。 除禁止使用
军用武器、 气枪、 炸药、 毒药、

爆炸物、 电击或者电子诱捕装置
以及猎套、 猎夹、 地枪、 排铳等
猎捕方法捕猎野生动物外， 本市
同时禁止使用粘网 、 弹弓 、 地
弓、 弩以及其他非人为直接操作
并危害人畜安全的猎捕装置。 因
此 ， 在禁猎区 、 禁猎期使用猎
狗、 鹰、 弹弓等禁用的工具、 方
法进行狩猎 ， 破坏野生动物资
源， 情节严重的， 应认定为非法
狩猎罪。

由于北京市全域为禁猎区，
全年为禁猎期， 所以， 小李的行
为属于在禁猎期、 禁猎区使用惠
比特犬等禁用的狩猎方法进行狩
猎， 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构
成非法狩猎罪。

案例2
在无人管理的树林猎

鸟， 当事人被判有期徒刑

张某未经主管部门批准， 在
北京某无人管理的树林内架设粘
网猎捕野生鸟类， 被民警当场查
获。

经查， 张某多次猎捕野生鸟
类， 现被查获猎捕的野生鸟类30
余只。 其中， 红胁绣眼鸟属于国
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暗绿绣眼
鸟、 黄眉柳莺等属于国家保护的
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 科学研
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 经认
定， 上述鸟类价值2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 张某违反
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使用
禁用的方法进行狩猎， 破坏野生
动物资源，情节严重，行为已构成
非法狩猎罪， 依法应予惩处。最
终，判决张某犯非法狩猎罪，判处
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并依法
予以没收粘网等工具。

【法官说法】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

检察院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
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规定，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 ， 应当认定为 “情节严重 ”：
（一） 非法猎捕野生动物价值一
万元以上的； （二） 在禁猎区使
用禁用的工具或者方法狩猎的；
（三） 在禁猎期使用禁用的工具
或者方法狩猎的； （四） 其他情
节严重的情形。

因北京市全域、 全年为禁猎
区、禁猎期，不管有没有人管理，
都是禁止狩猎的。 非法狩猎的对
象是指除珍贵、 濒危的陆生野生
动物和水生野生动物以外， 有益
的或者有重要经济、 科学研究价
值的陆生野生动物。本案中，暗绿
绣眼鸟、黄眉柳莺、黄喉鹀、燕雀
属于“三有”保护动物，已列入《国
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
济、 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
物名录》。依照《刑法》及相关法律
解释， 非法狩猎在20只以上的即
构成情节严重。所以，张某违反狩
猎法规， 未经许可在禁猎区内捕
鸟达20只以上， 属于破坏野生动
物资源情节严重， 其行为构成非
法狩猎罪。

案例3
在自家果园私设粘网，

利用诱鸟猎捕野生鸟类违法

为保护自家果园果实， 杨某
在果园内架设粘网， 使用诱鸟猎
捕野生鸟类。 在案发时， 杨某捕
获一只大斑啄木鸟、 三只麻雀、
四只黄雀。 大斑啄木鸟、 麻雀系
三有动物， 黄雀系北京市二级野
生保护动物。

经审理， 法院认为， 北京市
全区域为禁猎区 ， 全年为禁猎
期， 粘网属于禁用工具而杨某违
反狩猎法规 ， 在禁猎区 、 禁猎
期， 使用禁用的工具进行狩猎，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 情节严重，
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狩猎罪， 依法
应予惩处。

最终， 法院判决杨某犯非法
狩猎罪， 并判处拘役4个月， 缓
刑6个月。

【法官说法】
在禁猎期、 禁猎区内， 即使

在自家果园、 菜园使用粘网、 铁
夹等禁用工具猎捕野生动物的 ，
情节严重也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为了保护庄稼、 果实等而捕捉鸟
类， 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所持的
是一种放任态度， 行为构成间接
故意犯罪 ， 如果造成了严重后
果， 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在
自家果园、 菜园架设粘网等工具
时， 应注意是否为禁猎区、 禁猎
期， 架设时应根据当地管理规定
进行登记备案。

自家果园、 庄稼遭到野生动
物侵害，根据《北京市野生动物保
护管理条例》规定，市、区人民政
府及其园林绿化、农业农村、生态
环境、 卫生健康等有关部门应当
采取措施，预防、控制野生动物可
能造成的危害， 保障人畜安全和
农业、林业生产。单位和个人应当
采取适当的防控措施， 防止野生
动物造成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
因采取防控措施误捕、 误伤野生
动物的， 应当及时放归或者采取
收容救护措施。 在发现珍稀野生
动物后，理应积极救助，即便珍稀
动物已经死亡， 也应当及时交由
相关机构研究后处置。

因此， 实施猎捕的单位和个
人， 应当按照程序办理猎捕证。
取得特许猎捕证、 狩猎证的单位
和个人， 应当遵守相关规定， 园
林绿化局应对在本行政区域内猎
捕陆生野生动物的活动进行监督
检查。

左尚昆 曾慧 房山区法院

这些行为是否涉嫌违法犯罪？

公司实行密薪制，
是否侵犯员工知情权？

上班第一天被无故辞退，职工可主张哪些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