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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权益保障法》 第48条
及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第5条均规定， 用人单位不得因
怀孕、 产假、 哺乳等降低女职工
的工资和福利待遇。 可是， 王黛
茗 （化名） 的产假刚结束， 公司
未经协商即以她需要哺乳小孩为
由， 按照待岗支付哺乳期间的工
资。

由于待岗期间的工资明显低
于正常工资标准， 当公司以情势
变更为由解聘王黛茗时， 她要求
公司向其给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赔偿金， 并补足被无故扣除的工
资差额。 公司辩称， 其因生产经
营任务严重不足， 考虑到王黛茗
的家庭生活情况安排其待岗， 并
按待岗发放工资， 不存在少发工
资的情形。

法院认为， 公司虽称其主营
业务受到新冠疫情严重冲击， 在
相应期间安排王黛茗待岗， 且根
据其实际工作量足额支付工资，
不存在工资差额， 但王黛茗对此
不认可， 并提交电子邮件、 企业
微信录屏等， 证明其在相应期间
居家办公而非待岗。 依据在案证
据， 二审法院于6月19日判令公
司向王黛茗支付赔偿金、 补足工
资差额。

公司经营遇到困难
被辞职工索要赔偿

2011年11月15日， 王黛茗入
职一家国际旅游公司。 2022年6
月30日， 公司向王黛茗发送 《劳
动合同解除通知书》， 该通知载
明 ： “受新冠疫情不可抗力影
响， 境外旅游业务仍未恢复， 公
司经营困难， 劳动合同订立时所
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现正式通知您自2022年7月31日
起依法解除与公司的劳动合同关
系。 自劳动关系解除之日起， 您
不再需要履行竞业限制义务。”

王黛茗不认可公司解聘她的
理由， 称在收到解聘通知前公司
没有与她协商过转岗事宜， 仅在
发送解聘通知后由公司人事部与
她沟通过补偿方案。 况且， 她在
新冠疫情发生后接受了公司安排
的其他工作， 不存在公司主张的
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
况发生重大变化的抗辩事由。 因
此， 她认为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劳

动关系， 应当就此向她支付违法
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 公司则
称， 受新冠疫情影响， 其已经没
有其他合适的工作岗位， 为此，
与王黛茗协商过补偿方案。

由于双方之间争议较大， 王
黛茗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提交申
请， 请求裁决公司： 1.支付2020
年2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工资
差额91006.08元； 2.支付2022年1
月1日至2月28日、 7月1日至7月
31日被拖欠工资28070.67元 ； 3.
支付2019年第四季度奖金20000
元； 4.支付2022年1月1日至2022
年7月31日未休年假工资5402.31
元； 5.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
偿金222530元。

经审理， 仲裁机构裁决公司
支付王黛茗2021年11月1日至12
月 31 日 工 资 差 额 13843.26 元 ，
2022年3月1日至6月30日工资差
额28843.56元。 同时， 支付王黛
茗2022年1月1日至2月28日工资
18713.78元， 2022年7月1日至7月
31日工资9356.89元 ， 驳回王黛
茗其他仲裁请求。

公司未就该裁决提起诉讼，
王黛茗不服该裁决起诉至一审法
院。

是否存在工资差额
争议双方意见相左

王黛茗诉称， 公司不仅在其
哺乳期开始后以待岗为由克扣工
资， 甚至在此前即以新冠疫情影
响生产经营为由克扣其工资， 因
此， 应当补足相应的工资差额。

针对王黛茗的主张， 公司辩
称受新冠疫情影响， 其主营业务
受到严重冲击， 根据双方签署的
劳动合同第 4条约定 ， 公司于
2020年2－8月全月安排王黛茗待
岗 ， 所发工资金额符合政策规
定， 不存在工资差额。

关于2021年11－12月工资差
额， 公司称自2021年9月起 ， 王
黛茗产假结束。 由于王黛茗需要
继续照看小孩， 考虑到公司生产
经营任务严重不足， 且王黛茗处
在哺乳期， 公司同意安排王黛茗
待岗， 并已支付待岗工资， 该期
间不存在工资差额。

关于2022年1－2月及3－7月
的工资差额， 公司称王黛茗在该
期间内一直处于哺乳期， 公司经

营状况亦未改善， 且这种状态持
续到双方劳动关系解除。 期间，
公司已支付待岗工资， 不存在工
资差额。

另外， 公司不同意支付王黛
茗2019年第四季度奖 ， 理由是
《员工手册》 第11条规定： 月度
薪酬以外的奖金 （绩效） 等其他
收入为变动收入， 公司有权视运
营状况决定是否及如何发放， 并
有权进行不定时调整。 王黛茗为
公司提供劳动， 公司已按约定支
付工资。 工资之外的部分， 不属
于双方约定支付项， 也不属于公
司承诺支付项， 公司没有支付义
务。

公司认为， 2020年新冠疫情
爆发后， 其作为以经营跨境旅游
为主的旅游企业， 业务基本陷于
停滞， 经营出现巨大困难。 截止
与王黛茗解除劳动合同时， 国内
疫情仍多次反复， 境外游完全停
摆， 公司旅游业务仍面临难以恢
复的局面。 为此， 公司提前一个
月向王黛茗告知公司面临的困
境 ， 并就补偿事宜积极与其协
商， 但双方最终未达成一致 。
这种情形属于劳动合同订立时
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
化， 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情
形， 公司解除王黛茗的劳动合同
并无不当， 王黛茗要求公司支付
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缺乏依
据。

无法证明职工待岗
应当补足工资差额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
的解释》 第90条规定， 当事人对
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
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
的事实 ， 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
明， 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
作出判决前， 当事人未能提供证
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
张的， 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
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一审法院认为， 用人单位应
足额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 本案
中， 公司称因受新冠疫情影响，
公司主营业务受到严重冲击， 因
此2020年2－8月全月安排王黛茗
待岗， 且已足额支付待岗工资，
不存在工资差额， 但未就此提交

充足证据予以证实， 且王黛茗不
予认可， 并提交邮件、 企业微信
录屏等证据证明在上述期间内居
家办公而非待岗， 故对于公司的
辩解意见难以采信， 公司应按照
正常工资标准支付王黛茗2020年
2月1日至8月31日的工资， 已经
支付的， 依法予以扣减， 具体金
额， 法院依法核算。

关于2021年11月1日至12月
31日、 2022年3月1日至7月30日
的工资差额， 即王黛茗处于哺乳
期内的工资差额 ， 基于上述原
因， 公司亦应按照正常工资标准
向王黛茗给付工资。 而公司仅按
待岗向其支付了待岗工资， 二者
之间的差额应当补足， 具体金额
由法院核算。

王黛茗主张公司应向其支付
2019年第四季度奖金9813.24元，
并就此提交她与公司人力资源部
职员郑某的微信聊天记录。 在该
聊天记录中， 郑某认可该奖金可
以根据财务数据进行确认， 而公
司在庭审中明确计算该奖金数额
为9813.24元 ， 公司虽辩称没有
支付义务， 但并未提交充足证据
予以证实， 一审法院对其相关辩
解不予采信， 对于王黛茗该项诉
讼请求予以支持。

公司以 “劳动合同订立时所
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 为由，
解除与王黛茗的劳动合同， 但未
提交充足证据证明其存在劳动合
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形以致于劳动合同
无法履行 ， 系违法解除劳动关
系， 应当支付王黛茗违法解除劳
动关系赔偿金。

综上， 一审法院判决公司支
付王黛茗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
8月 31日 工 资 差 额 48149.6元 ，
2021年1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
日工资差额13843.26元， 2022年1
月1日至2022年2月28日工资差额
13573.78元 ， 2022年 3月 1日 至
2022年6月30日工资差额28843.56
元， 2022年7月1日至2022年7月
31日工资差额7732.89元， 2019年
第四季度奖金9813.24元 ， 违法
解除 劳 动 关 系 赔 偿 金 186849.3
元。 各项合计308805.63元。

公司不服一审法院判决提起
上诉， 二审法院审理后判决驳回
上诉， 维持原判。

编辑同志：
我和祁女士结婚近十

年， 现因夫妻感情不和而
协议离婚， 双方对其他夫
妻共同财产的分割没有什
么争议， 唯独对我婚前的
一套房子在婚后用于出租
所产生的租金存有争议 。
据粗略统计， 结婚近十年
来， 该房屋出租后获得的
租金有20万元， 一直放在
我的个人银行卡内。 祁女
士认为， 该笔租金是夫妻
共同财产， 其有权分割一
半。 我则认为， 该房屋是
我自己的婚前个人财产 ，
由此产生的租金应当归我
个人所有， 祁女士无权要
求分割。

请问： 我们哪一方的
主张符合法律规定？

读者： 常亚伟 （化名）

常亚伟读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 〈民法典〉 婚姻家庭
编的解释 （一 ）》 第二十
六条规定： “夫妻一方个
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
益 ， 除孳息和自然增值
外， 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
产 。” 据此 ， 一方个人财
产在婚后产生的孳息和自
然增值仍属于一方个人财
产。

孳息是指由原物或权
利所产生的额外收益， 例
如， 果树上结的果实,牲畜
下的幼崽， 银行存款得到
的利息等。

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
婚后的自然增值， 是指该
增值的发生是因通货膨胀
或市场行情的变化所致 ，
与夫妻一方或双方是否为
该财产投入劳动或管理等
无关， 是因财产所有人以
外的变化因素的存在而出
现的价值增值状态 。 例
如 ， 一方婚前所有的房
屋， 在婚后因附近修建地
铁而升值了； 婚前收藏的
古董、 字画， 在婚后因收
藏市场的繁荣而价格上涨
等， 而这种新增加的价值
与夫妻双方的人为协作劳
动或管理等没有关联。

与自然增值相对的是
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
的主动增值， 它属于夫妻
共同财产。 主动增值是指
对财产付出劳务 、 投资 、
管理等智力和劳动所产生
的增值， 与通货膨胀或市
场行情变化无关， 财产所
有人对该增值的发生起到
了积极推动作用 。 例如 ，
一方个人房屋因夫妻在婚
内进行装修而产生的增值
等。

本案中， 你个人房产
在婚后出租所取得的租金
应当属于主动增值之列 ，
为夫妻共同财产 。 因为 ，
在房屋出租期间， 你对出
租房屋负有相应的管理 、
维修等义务， 并且履行了
相应的义务， 说明该租金
的获得需要投入一定劳
务。 在祁女士亦付相应劳
务的情况下， 在你们双方
离婚时其有权要求将租金
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
割。 潘家永 律师

婚前房屋婚后出租
租金是共同财产吗？

读者赵萌萌 （化名） 向本报
反映说， 其所在公司职工李某、
王某涉同一起寻衅滋事案件， 公
安机关以李某涉案情节轻微， 尚
未构成犯罪为由， 于日前决定对
其处以罚款并治安拘留十五日。
王某则因情节严重而被公安机关
进行刑事拘留。

她想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
公司能否解除与李某、 王某的劳
动合同？

法律分析
公司不能解除与李某、 王某

的劳动合同。
一方面，《劳动合同法》 第三

十九条第（六）项规定，劳动者被
追究刑事责任的， 用人单位可以
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但就该规定
中的“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含义，
《关于贯彻执行〈劳动法〉若干问
题的意见》（劳部发【1995】309号）
第29条的规定：“‘被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是指：被人民检察院免予
起诉的 、 被人民法院判处处罚
的、 被人民法院依据刑法第三十
二条免予刑事处分的 。” 因此 ，
职工被行政拘留， 不属于 “被追

究刑事责任”， 也不等同于犯罪，
用人单位不能据此单方面解除其
劳动合同。

结合本案， 职工李某因情节
轻微， 尚未构成犯罪， 只被公安
机关处以罚款并治安拘留十五
日， 公司不应以其被治安拘留并
罚款为由将其解聘。

另一方面， 《关于贯彻执行
〈劳动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
28条规定： “劳动者涉嫌违法犯
罪被有关机关收容审查、 拘留或
逮捕的， 用人单位在劳动者被限
制人身自由期间， 可与其暂时停

止劳动合同的履行。 暂时停止履
行劳动合同期间， 用人单位不承
担劳动合同规定的相应义务 。”
即劳动者涉嫌违法犯罪被有关机
关拘留、 逮捕期间， 基于是否构
成犯罪还不能确定， 用人单位虽
可以暂时停止劳动合同的履行，
但不能解除劳动合同。

与之对应， 职工王某虽被公
安机关刑事拘留， 但尚未经法院
审判并对其作出有罪生效判决，
公司同样不能在此时解除其劳动
合同。

廖春梅 法官

职工被行政拘留或刑事拘留，公司能否解除劳动合同？

法院判令公司为哺乳期女工补发工资
未安排哺乳期女工上班并以待岗为由降低工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