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劳动合同法》第39条规定，对于严重失职造成重大损害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杨潜（化名）
负责销售的药品被退回后，公司以其通过串货、压货等非正常手段推广药品导致重大损失，依据法律及公司制度
规定与其解除劳动关系。

杨潜认为，医院是否退货其无权决定，公司将医院退货的责任归咎于他属片面夸大其工作职责和工作权限。
再者，公司虽主张退货药物已被销毁，但不能对此举证证明，在此情况下，不应认为他给公司造成了损失。

法院认为，公司虽称杨潜及其下属通过串货、压货等非正常手段推广药品，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佐证，在案
证据也难以证明医院退货系杨潜或其下属过错所致。公司对于退回药品的处置结果负有举证责任亦具有举证能
力，但未对此进行举证，难以认定其主张的药品货值损失。8月26日，二审法院终审判决支持杨潜的索赔请求。

□本报记者 赵新政

不能证明职工因严重失职造成经济损失

大量药品遭遇退货
公司解聘销售经理

2015年9月1日， 杨潜入职后
被公司派往某区担任销售经理。
期间， 双方签订多份劳动合同，
末份为自2021年9月1日起的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

公司 《员工手册》 第3章第3
条规定， 职工可将其有权享有但
当年未使用的年假转结至下年度
继续使用， 该等未使用年假天数
必须在下个年度的3月31日前使
用完毕， 否则视为自动放弃， 公
司将不会给予现金补偿。 第9章
第4条规定， 因任何原因造成公
司经济损失达 10000元及以上 ，
解除劳动合同。

2022年1月21日 ， 商某接替
杨潜职务， 双方完成工作交接。
同年3月， 该销区负责的部分医
院发生大量药品退货。

2022年4月27日，公司向杨潜
出具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
明杨潜应承担大量药品退货责
任， 造成公司经济损失达10000
元以上，依据 《员工手册 》第9章
第4条规定，公司决定于2022年4
月30日与其解除劳动合同。

杨潜不服该决定， 向劳动争
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经审理，
仲裁裁决公司向杨潜支付违法解
除劳动关系赔偿金345313.50元、
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 33619元 ，
驳回杨潜的其他仲裁请求。

公司主张存在损失
职工辩称与事不符

公司不服仲裁机构裁决， 向

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庭审中， 公司诉称被退回的

药品货值损失和业绩奖金损失构
成公司的经济损失， 杨潜应当承
担责任， 理由是杨潜与其他人员
通过串货、 压货等非正常手段推
广药品， 形成虚假销量。 杨潜取
得业绩奖金后， 2022年3月相关
医院将2021年压货的临近效期药
品予以退回。

公司认为， 退回药品造成公
司的经济损失。 杨潜作为药品推
广人员及团队管理人员， 其本应
凭借专业能力及业务经验， 积极
促进真实销量， 增加公司营收，
但在其管理之下案涉销区产生大
量临近效期的产品退货， 属于严
重失职。

公司称其已明确向杨潜及其
下属提出退回奖金， 但对方以实
际行动表示拒绝。 杨潜作为团队
管理人员 ， 本应主动退回自己
不该取得的奖金 ， 并要求涉事
下属积极退回奖金， 但其回避责
任、 私自占有不该取得的奖金，
这些奖金显然构成了公司的经济
损失。

公司认为， 杨潜因错误推广
行为产生非正常销售数据， 进而
导致药品货值损失和奖金损失超
出1万元， 符合 《员工手册》 相
关规定， 公司有权据此解除双方
劳动合同。 因杨潜在2022年4月
离职前， 根据 《员工手册》 第3
章第3条规定其2021年度的年休
假均应视为自动放弃， 无权取得
未休年假工资。

杨潜辩称， 公司所述与事实
不符， 并夸大了他的工作职责和
工作权限。医院药品的进货、退货
均由医院根据实际用药需求而

定， 非医药销售人员所能控制决
定。

杨潜认为， 公司主张退货药
物被销毁 ， 但并未就此进行举
证， 其先自认退回的药物已经
予以销毁 ， 后又以 “药品退回
就等同于经济损失” 为由提起诉
讼 ， 逻辑不自洽 ， 也与事实不
符 。 公司将 “自认为多发的工
资” 解释为 “给公司造成的经济
损失”， 系滥用管理权。 《员工
手册》 关于未休年休假未在公司
规定时间使用完毕视为自动放弃
的规定 ， 因违背法律规定而无
效， 公司应向其支付未休年假工
资差额。

不能证明职工失职
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 公司解聘杨
潜的理由系其违反 《员工手册》
第9章第4条规定给公司造成经济
损失达10000元以上 ， 对此 ， 公
司应当举证证明。 公司称被退回
药物已经销毁， 但未就该主张进
行举证。

另外， 公司主张杨潜及其下
属未将退回药物对应的奖金退
回， 存在奖金损失。 一审法院认
为， 公司作为奖金发放方， 如认
为当事人不享有相应的奖金可要
求退回， 而其将该部分已发放奖
金作为经济损失， 显然不当。 由
此， 应当认定公司构成违法解除
劳动关系。

根据社会保险费缴纳记录，
可知杨潜2021年起应享有年休假
10天/年 ， 而其2021年度及2022
年度无休年休假记录。 公司 《员
工手册》 虽规定， 未休年休假未

在下个年度3月31日前使用完毕
的视为自动放弃， 公司将不会给
予现金补偿， 但该规定缺乏法律
依据， 公司应依法支付未休年休
假工资。 据此， 一审法院判决公
司支付杨潜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345313.50元 、 未休年休假工资
差额33619元。

针对公司的上诉请求， 二审
法院认为， 公司虽否认违法解除
劳动关系， 主张杨潜等通过非正
常手段推广药品， 取得业绩奖金
后遭遇退货， 给公司造成经济损
失， 但是， 公司对于杨潜及其下
属通过串货、 压货等非正常手段
推广药品的事实未能提供证据予
以佐证， 在案证据也难以证明相
关医院退货系杨潜或其下属过错
所致。 再者， 公司对于所退回药
品之处置结果负有举证责任， 亦
具有举证能力， 但并未对此进行
举证， 难以认定其主张之药品货
值损失。 因此， 对原审认定结论
应予维持。

对于公司主张的业绩奖金损
失 ， 杨潜及其下属本系根据公
司奖金制度获得相应奖金 ， 相
关医院于 2022年 3月 退 回 药 品
后， 公司于同年4月即解除与杨
潜的劳动合同。 在双方就被退回
药品对应之奖金应否退还存在争
议、 公司亦未通过法律途径主张
奖金返还的情况下， 公司将已发
放奖金构成公司经济损失作为解
除依据， 理由牵强， 二审法院不
予采纳。

综上所述， 二审法院认为，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 适用法
律正确， 公司上诉请求缺乏事实
及法律依据， 遂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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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担保在先，老板签名在后，担保人可否拒绝担责？
陈萍萍 （化名） 等4位读者

咨询说 ， 个体工商户祝某写下
未签名的欠薪条后交给了担保
人肖某， 肖某在上面写明 “本人
承诺担责 ” 且签名后返还给祝
某。 次日， 祝某在欠薪条上签名
并交给了她们。 此后， 肖某以其
签名时间在祝某之前、 其承诺担
责的内容、 范围不明为由， 拒绝
担责。

她们想知道： 肖某的理由成
立吗？ 其能否规避担保责任？

法律分析
肖某的理由不能成立， 其必

须承担偿还欠薪的担保责任。

《民法典》 第六百八十五条
规定： “保证合同可以是单独订
立的书面合同， 也可以是主债权
债务合同中的保证条款。 第三人
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作出保
证 ， 债权人接收且未提出异议
的， 保证合同成立。” 由此来看，
保证合同主要包括三种形式： 一
是单独订立独立于主合同的保证
合同； 二是在主合同中约定保证
条款； 三是第三人以书面形式向
债权人作出保证， 债权人接收且
未提出异议。

本案中， 肖某与祝某最终是
在同一张欠薪条上签名， 意味着
本案担保属于第二种情形。 《民

法典》 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
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
效： （一） 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
事行为能力； （二） 意思表示真
实； （三） 不违反法律、 行政法
规的强制性规定， 不违背公序良
俗。” 由于肖某与祝某并没有将
签名的先后顺序作为有效要件，
所以， 肖某不能以其签名时间在
祝某之前为由拒绝承担保证责
任。

对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 〈民法典〉 有关担保制度的
解释》 第三十六条规定： “第三
人向债权人提供差额补足、 流动
性支持等类似承诺文件作为增信

措施 ， 具有提供担保的意思表
示， 债权人请求第三人承担保证
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保证
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人向债权
人提供的承诺文件， 具有加入债
务或者与债务人共同承担债务等
意思表示的， 人民法院应当认定
为民法典第五百五十二条规定的
债务加入。 前两款中第三人提供
的承诺文件难以确定是保证还是
债务加入的， 人民法院应当将其
认定为保证。” 依据该规定， 尽
管肖某主张其承诺担责的内容、
范围不明， 其仍然应当承担担保
责任。

廖春梅 法官

编辑同志：
2024年8月25日， 李某

以一家公司法定代表人的
身份， 在招聘现场与我签
订书面劳动合同并加盖公
司印章。 此后， 公司以李
某已在前一天即8月24日晚
上被免去法定代表人职务，
其不能再代表公司为由 ，
认为李某与我签订的劳动
合同无效。

请问： 在李某前一天
白天还在现场招聘， 公司
次日并没有告知应聘者李
某已被免职， 甚至还让李
某使用公司印章的情况下，
公司的拒绝承认李某与我
签订的劳动合同效力的理
由成立吗？

读者： 张菲菲 （化名）

张菲菲读者：
根据你讲述的情况分

析， 公司的理由不能成立，
即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李
某与你签订的劳动合同合
法有效。 其原因如下：

《民法典》 第一百七
十条规定： “执行法人或
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
人员， 就其职权范围内的
事项， 以法人或者非法人
组织的名义实施的民事法
律行为， 对法人或者非法
人组织发生效力。” 与之对
应， 用印人与单位公章关
系的核心要看行为人是否
属于履行职务即有无代表
权或代理权。 通常情况下，
只要行为人有代表权或者
代理权， 即便未加盖公章
甚至加盖的是假章， 都要
对法人、 非法人组织发生
效力； 反之， 行为人没有
代表权或者代理权， 也不
会因为加盖了公章就使越
权代表或无权代理转化为
有权代理。

值得注意的是 ， 上述
情 形 并 非 绝 对 。 因 为 ，
《民法典》 第一百七十二条
还规定： “行为人没有代
理权、 超越代理权或者代
理权终止后， 仍然实施代
理行为， 相对人有理由相
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 代
理行为有效。”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 〈民法典 〉
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 第
十八条规定： “企业法定
代表人的越权行为， 除非
相对人在订立合同时明知
或者应知法定代表人超越
权限， 否则该代表行为有
效。” 这就是说， 在特殊情
况下， 即使行为人没有代
表权或代理权， 仍然能产
生法律效力。

结合本案， 虽然李某
已被免去法定代表人职务，
但由于其前一天白天还在
现场招聘， 公司在次日并
没有将免职事宜告诉应聘
者， 甚至仍让其使用公司
印章继续进行现场招聘 ，
这就意味着李某仍具备外
表授权， 包括你在内的应
聘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
自然有正当的、 合理的理
由相信李某的行为代表公
司， 其以公司名义与你签
订的书面劳动合同合法有
效， 对公司具有约束力。

廖春梅 法官

法定代表人被免职
此前签的合同有效吗？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被判赔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