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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我和钱某是同一城市

的水果批发商， 也是同一
个苹果生产基地的长期客
户， 并与其有着稳定的供
销关系。 两个月前， 我和
钱某在电话中协议合发一
车苹果共10吨， 每人5吨，
由钱某向苹果生产基地付
款 ， 相 关 费 用 各 自 承 担
50%， 其他责任与风险由
我们两人共担。

达成协议后，我随即将
货款及运费转给钱某。10天
后，我们订购的苹果如期到
达，我和钱某各5吨。日前，
我给苹果生产基地打电话
询问其他事情时，无意中得
知钱某虽然按照原定价格
付了款，但就在发货的前一
天， 苹果基地作出价格调
整，每斤苹果降价0.5元，苹
果基地很快将钱某多付的1
万元返还。为此，我找到钱
某协商此事，要求他向我退
还价差款5000元，但遭到拒
绝。

请问： 钱某是否可以
将返还的苹果价差款占为
己有？

读者： 林庆

林庆读者：
钱某的这种行为属于

不当得利， 其应当返还你
多交的5000元购买苹果的
货款。

所谓不当得利是指没
有法律根据，使他人受到损
失而自己获得了利益。正因
为如此，虽然不当得利者的
获得属于既成事实也不能
得到法律的保护，其应返还
不当利益给受损失的人。对
此，《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五
条明确规定：“得利人没有
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
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
人返还取得的利益 ， 但是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
（一） 为履行道德义务进行
的给付； （二） 债务到期
之前的清偿； （三 ） 明知
无给付义务而进行的债务
清偿。” 本案中， 钱某的行
为 不 属 于 该 法 律 规 定 的
“除外情形”， 所以， 其应
当向你返还5000元苹果价
差的款项。

对于不当得利 ， 法律
还对其他情形作出了规定。
其中， 《民法典》 第九百
八十六条规定： “得利人
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取得
的利益没有法律根据 ， 取
得的利益已经不存在的 ，
不 承 担 返 还 该 利 益 的 义
务。”第九百八十七条规定：
“得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取得的利益没有法律根据
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
利人返还其取得的利益并
依法赔偿损失。” 第九百八
十八条规定：“得利人已经
将取得的利益无偿转让给
第三人的， 受损失的人可
以请求第三人在相应范围
内承担返还义务 。 ” 本案
中， 钱某的行为属于 《民
法典》 第九百八十七条所
规定的情形， 故应当承担
返还义务。

程文华 律师

委托他人代购苹果
5000元降价款属于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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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单位收到辞职通知后，

劳动者无权请求撤回

林某于2023年7月3日向某银
行提交辞职申请， 鉴于银行未及
时答复， 林某又于2023年7月12
日向银行提交 “撤回辞职申请的
申请”， 银行则明确告知不接受
其撤回辞职的申请并确认其离职
日期为2023年8月2日。

2023年8月3日， 林某拒绝办
理离职手续， 要求继续上班， 双
方遂发生争议 。 对此 ， 银行认
为， 林某于2023年7月3日主动提
出辞职， 双方劳动合同于30日后
即2023年8月2日合法解除。 林某
则认为， 其提交辞职申请后， 在
银行尚未批准的情况下于30日内
申请撤回， 其单方解除行为未能
生效， 双方劳动合同尚未解除。

此后， 林某申请劳动争议仲
裁并提起诉讼， 结果是其请求未
获得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和法院的
支持。

【点评】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七条

规定： “劳动者提前30日以书面
形式通知用人单位， 可以解除劳
动合同……” 该条款赋予了劳动
者预告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 这
种单方解除权属于形成权， 无需
用人单位作出是否同意的意思表
示， 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一
经到达用人单位即发生法律效
力， 产生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效
果， 劳动者无权反悔。

至于 “提前30日” 则是劳动
者形成权实现后的附随义务， 即
需要承担 “30日” 继续履职的附
随义务， 但这一要求并不影响形
成权的特质。

本案中， 银行于2023年7月3
日收到林某的辞职申请后， 无需
审批， 即发生劳动者单方解除劳
动合同的效力， 林某于30日之内
申请 “撤回离职申请” 并不影响
其行使单方解除权的法律后果。
所以， 林某的认识是错误的， 其
请求恢复劳动关系是没有法律根
据的。

【案例2】
劳动者被欺骗辞职， 有

权要求恢复劳动关系

2024年2月 ， 詹某入职某公
司担任销售员， 双方约定其工资
为底薪2000元加提成。 仅过了1
个月， 公司领导便告诉詹某， 因
生产设备陈旧、 工艺落后， 一时
难以筹措巨额资金进行技术升
级， 公司可能很快就会破产， 建
议他不要死守底薪， 不如尽早离
职另谋高就。

詹某觉得公司领导说得有
理，便向公司递交了辞呈。可是，
他很快得知， 事实并非如此。原
来， 公司的产品突然出现供不应
求的势头， 由于觉得与詹某约定
的销售提成过高， 公司领导便编
造谎言，诱使詹某主动提出辞职。
面对詹某提出的复职请求， 公司
断然予以拒绝。

【点评】
公司的行为构成欺诈。
所谓欺诈， 是指一方当事人

故意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 使对
方当事人陷入错误认识， 并基于
此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的行
为。 对于这种情形， 《民法典》
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 “一方以
欺诈手段， 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
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
为， 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
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本案中， 公司为减少提成支
出， 采用虚构事实的手段诱使詹
某辞职，属于欺诈。因此，詹某可
以收集证据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
申请仲裁或者向法院起诉， 请求
裁决撤销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
恢复其与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

【案例3】
劳动者离职后查出职业

病， 请求复职应予支持

周某是一名从事玉石雕刻的
匠人， 因为其会设计、 手艺好，
颇受一家玉器厂老板器重。 周某
为了多挣些钱， 也经常加班加点
工作。 但是， 该玉器厂对车间采

取的除尘措施并不到位， 周某工
作一年后便提交了辞职通知。 离
职时， 玉器厂并未安排周某做离
职体检， 周某也因为当时身体并
无不适没有计较。

半年后， 周某被诊断为尘肺
病并住院治疗。 周某找到玉器厂
老板，要求恢复劳动关系，并享受
工伤待遇。 老板则以双方已经解
除劳动关系为由予以拒绝。无奈，
周某申请劳动争议仲裁。经审理，
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于近日裁决支
持了周某的请求。

【点评】
《职业病防治法》 第三十五

条规定： “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
害的作业的劳动者， 用人单位应
当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
定组织上岗前、 在岗期间和离岗
时的职业健康检查， 并将检查结
果书面告知劳动者。 职业健康检
查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 用人单
位不得安排未经上岗前职业健康
检查的劳动者从事接触职业病危
害的作业； 不得安排有职业禁忌
的劳动者从事其所禁忌的作业；
对在职业健康检查中发现有与所
从事的职业相关的健康损害的劳
动者， 应当调离原工作岗位， 并
妥善安置； 对未进行离岗前职业
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不得解除或者
终止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 因
此， 安排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
作业的劳动者进行离岗职业健康
检查是用人单位应尽的法定义
务， 用人单位不得与未进行离岗
体检的劳动者解除或者终止劳动
合同属于法律强制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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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五条第一
款规定：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
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
手续、 支付工资报酬、 加班费、
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
议， 不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
制性规定， 且不存在欺诈、 胁迫
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 应当认定
有效。”

本案中， 玉器厂在未安排周
某进行离岗体检情况下， 与其解
除劳动合同， 违反了法律的强制

性规定， 应属无效， 应当恢复双
方劳动关系， 并向周某支付工伤
保险待遇。

【案例4】
女职工被解雇后发现怀

孕， 劳动关系可以恢复

杨女士是某公司的职工， 最
近几个月来经常乏力头昏 ， 为
此， 她曾多次请休病假。 可是，
时间一长， 公司便认为杨女士不
能胜任一线工作， 就把她调到辅
助性岗位。 即使这样， 杨女士的
身体状况亦未好转， 接着又请了
几次假。 最后， 公司以杨女士经
调岗后仍不能胜任工作为由， 依
据 《劳动合同法 》 第四十条规
定， 与她解除了劳动合同。

杨女士被辞退一周后到医院
检查身体 ， 被告知已怀孕6周 。
得知这一情况后， 杨女士考虑到
自己以目前的状况外出找工作比
较困难， 就回到公司找领导协商
要求恢复劳动关系， 但公司不同
意。

【点评】
我国法律对 “三期” 女职工

实行特殊保护。 根据 《劳动合同
法 》 第四十二条规定 ， 对处于
“三期” 内的女职工， 用人单位
不得依据劳动者不胜任工作、 医
疗期届满、 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
化或者经济性裁员为由单方面解
除劳动合同 ， 除非劳动者存在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九条规定
的过错情形， 这属于法律的强制
性规定。

本案中， 杨女士并非是自动
离职， 而是被公司解雇的， 这不
同于双方协商一致解约的情形。
尽管公司在解雇杨女士时并不知
道她已怀孕， 但是， 在作出解雇
决定之前杨女士已怀孕属于客观
事实， 因此， 公司的解雇行为仍
然要受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二
条之规定的约束。 由于公司解雇
杨女士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
定， 解雇决定无效， 故应当恢复
与杨女士的劳动关系， 并补发工
资待遇。

潘家永 律师

常律师：
您好！
我于2022年入职A公司后 ，

该公司安排我外出进修半年， 并
签订了服务期协议， 明确约定公
司支付的进修费用为5万元， 进
修后的服务期为6年， 违约金为5

万元。 进修结束后， 我前往某私
企工作， 并且与该企业签订了劳
动合同， 并拒绝公司提出的停止
在其他单位工作的要求， 现公司
与我解除劳动合同。

请问： 这种情况下， 我是否
需要支付违约金？

答：
《劳动合同法》 第二十二条

规定：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
专项培训费用， 对其进行专业技
术培训的， 可以与该劳动者订立
协议， 约定服务期。 劳动者违反

服务期约定的， 应当按照约定向
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违约金的
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
训费用。 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支
付的违约金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
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服务期
的， 不影响按照正常的工资调整
机制提高劳动者在服务期期间的
劳动报酬。” 依据该规定， 若您
违反服务期约定， 应当按照约定
向公司支付违约金。

另外，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
例》 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三项规

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 用人单
位与劳动者解除约定服务期的劳
动合同的， 劳动者应当按照劳动
合同的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
金： ……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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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同时与其他单位建
立劳动关系， 经公司提出后拒不
改正。 依据该规定， 公司与您解
除约定服务期的劳动合同， 您应
当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向公司支
付违约金。

劳动者离职后哪些情形可要求复职？

职工外出进修后即离职，算违约吗？

实践中， 有些劳动者在提交辞职申请后感到后悔， 遂要求撤回辞职申
请； 有的劳动者在自行辞职或者被解雇后， 因出现了某种特定情形， 又要
求恢复劳动关系。 那么， 劳动者能否如愿以偿呢？ 以下4个案例分别对相
关疑问作出了详细阐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