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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仲 裁 裁 决 书

穗海劳人仲案字〔2022〕460 号

申请人：林秀美，女，汉族，1991 年 5 月 2 日出生，住址：

广东省阳西县。

委托代理人：麦健斌，男，广东凌志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一被申请人：广州月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广州

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 8 号 619 房。

法定代表人：余盛森。

第二被申请人：幸福有方（广州）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住

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 8 号 618 房。

法定代表人：魏鹏。

第三被申请人：和兴教育咨询（广州）有限公司，住所：

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 8 号 804 房。

法定代表人：余翠华。

第四被申请人：幸福有方（广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

所：广州市黄埔区中山大道东 280 号 363 室。

法定代表人：魏鹏。

第五被申请人：金诺咨询服务（广州）有限公司，住所：

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 8 号 804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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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魏鹏。

五位被申请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朱琳，女，该单位员工。

五位被申请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张晓婷，女，该单位员工。

申请人林秀美与第一被申请人广州月老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第二被申请人幸福有方（广州）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第三

被申请人和兴教育咨询（广州）有限公司、第四被申请人幸福

有方（广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第五被申请人金诺咨询服务

（广州）有限公司关于工资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本委依法受

理并进行开庭审理。申请人林秀美及其委托代理人麦健斌和五

位被申请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朱琳、张晓婷到庭参加庭审。本

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

申请人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于 2022 年

2 月 15 日向本委申请变更仲裁请求，共提出如下仲裁请求：一、

第五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1 年 11 月未发放的工资 6454.88

元；二、第五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经济补偿 59954.49 元；三、

第五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1 年 12 月未发放的工资 5476.42

元；四、第五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未休年休假工资 6431.9 元；

五、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被申请人对第五被申请人上述款

项的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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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被申请人辩称：一、我单位已按双方签字确认的《顾

问部绩效提成及经费核算制度》核算薪资，申请人的工资已发

放完毕，申请人主张的《幸福有方-顾问部激励方案》在 2021

年 8 月当月有效，其他月份应按《顾问部绩效提成及经费核算

制度》执行。二、申请人在 2021 年 12 月 24 日起未上班，无故

缺勤，属于自动离职，不应作任何补偿,我单位围绕经营并提高

员工技能开展系列培训。三、我单位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已支

付申请人 2021 年 12 月工资；四、我单位已给予员工申请年休

假及休假的条件，并已按正常薪资发放完毕。由于财务失误，

申请人应归还我单位多发的工资 3805.24 元。申请人未提前递

交离职申请，应支付我单位因此造成的损失 10000 元。综上，

请求驳回申请人本案仲裁请求。

第一至第四被申请人共同辩称：与第五被申请人的答辩意

见一致。

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

经查明，申请人于 2017 年 9 月 4 日入职第一被申请人，与

第一被申请人签订了 2 期劳动合同，第一被申请人与申请人于

2021 年 5 月 25 日签订了劳动合同变更协议书，明确经双方协

商一致，变更劳动合同的甲方为第五被申请人，第五被申请人

与申请人先后签订了 2 期劳动合同，最后一期劳动合同约定申

请人的正常工作时间工资为底薪 3000 元+岗位工资 1900 元。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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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人已领取的2020年12月至2021年10月工资分别为10806.82

元、18002.85 元、9890.58 元、12789.41 元、13586.49 元、

14741.86 元、15420.92 元、12565.73 元、13628.32 元、12476.14

元、9223.5 元；申请人社会保险个人缴费为 499.54 元/月。申

请人于 2021 年 12 月 23 日离职，第五被申请人确认其单位承接

了申请人工龄；第一被申请人没有支付过申请人经济补偿。

关于工资问题。申请人主张其 2021 年 11 月的工资构成为

底薪 4900 元+绩效工资 1680 元+提成 10666.01 元，因其未掌握

绩效、提成的数据，故其以月平均工资主张其 12 月的工资，现

已收到的 2021 年 11 月、12 月工资数额分别为 10291.13 元、

4324.57 元，均未足额支付。第五被申请人确认申请人上述已

发放的数额及 11 月底薪、绩效工资，但主张申请人 2021 年 11

月、12 月的提成应根据 2020 年 12 月适用的《顾问部绩效提成

及经费核算制度》予以核算，故不存在未足额支付工资的情形。

2021 年 9 月、10 月因财务人员工作失误，多发了申请人的工资，

应当退回。申请人对此反驳称，自 2021 年 8 月起已按照《幸福

有方-顾问部激励方案》计发提成，且财务人员亦向其发送 2021

年 11 月的佣金表（即提成表）以供核对提成数额为 10666.01

元，亦不存在多发工资的情况，在职期间亦未收到通知需退回

多发的工资。第五被申请人辩称，《幸福有方-顾问部激励方案》

仅限于 2021 年 8 月试行，此后提成发放按《顾问部绩效提成及

经费核算制度》的规定执行，且向申请人发送佣金表的为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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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员，只负责开具发票、对账，不负责与员工核对提成，会计

文员发送相关表格给员工复核，员工并没有确认，实际提成的

发放需由财务经理与部门经理进行核对。申请人举证了与财务

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该记录显示财务人员在 2021 年 9 月至

12 月分别向申请人发送了 2021 年 8 月至 11 月的顾问部佣金表

让申请人核对，并在 2021 年 12 月 8 日申请人询问计算标准时，

向申请人发出了《幸福有方-顾问部激励方案》的节选内容。第

五被申请人确认微信记录的真实性，但解释称会计文员的个人

回答并不代表公司，会计文员的工作内容不包括与员工核对提

成。另查，双方当事人确认申请人 2021 年 12 月出勤 16 天，双

方确认的考勤表显示申请人在该月休年假 1 天；申请人于 2021

年 12 月 14 日签订了职位职级升降审批表及降级通知书，明确

申请人调整岗位为见习主管，薪资调整为基本工资 3000 元+岗

位工资 500 元+绩效工资 500 元，自 2021 年 12 月 14 日起执行。

本委认为，首先，第五被申请人主张事后发现申请人 2021 年 9

月、10 月的工资数额有误并要求其退还，但根据现有证据无法

证实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申请人曾被告知上述月份工资数

额存在多发并被要求予以退还的事实，因此，第五被申请人提

供的证据未能充分证明在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已就

2021 年 9 月、10 月的工资数额进行过沟通，进而无法证实第五

被申请人该项主张的客观存在。其次，根据真实的微信聊天记

录显示，单位财务人员在 2021 年 11 月前亦存在向申请人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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佣金表以供核对的行为，由此证明，申请人在领取 2021 年 11

月提成前需对当月提成进行核对的现象，并非系当月即兴行为

或某月特例行为，由此可推断，员工对佣金表进行核对应系佣

金发放的事实前置流程；至于第五被申请人主张佣金的发放需

由财务经理与部门经理进行核对，因本案未有任何证据证明单

位相关负责人在申请人核对完毕相关佣金表后，曾提出过异议，

或通过财务人员及时向申请人重新发送佣金表对提成数额加以

更正。综上，本委认为第五被申请人对于申请人在职期间佣金

数额之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对此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的规定，第五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 2021

年 11 月工资差额 6455.34 元（4900 元+1680 元+10666.01 元

-499.54 元-10291.13 元），现申请人只要求第五被申请人支付

其 6454.88 元，属于对自主权利的处分，本委予以尊重及照准。

另因第五被申请人未提供证据证明申请人 2021 年 12 月工资的

具体计算依据和凭证，故不能对其单位已发放的当月工资数额

之真实有效性予以证明，经计算申请人离职前 12 个月的月平均

工资为 13822.8 元[（10806.82 元+18002.85 元+9890.58 元

+12789.41元+13586.49元+14741.86元+15420.92元+12565.73

元 +13628.32 元 +12476.14 元 +9223.5 元 +4900 元 +1680 元

+10666.01 元+499.54 元/月×11 个月）÷12 个月]，因此，根

据公平合理原则，本委酌定根据的申请人调薪情况、离职前 12

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作为核算 12 月工资的基数，第五被申请人还



- 7 -

应支付申请人 2021 年 12 月的工资差额 5013.58 元[（13822.8

元÷21.75 天×9 天）+（13822.8 元-4900 元-1680 元+3000 元

+500 元+500 元）÷21.75 天×7 天-4324.57 元]。

关于未休年休假工资问题。申请人主张其 2021 年只休年休

假 1.5 天，2021 年 9 月份前申请的年休假均是 2020 年年休假。

第五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主张不确认，并称申请人在 2021 年已

休年休假 3.5 天加 4.22 小时，第五被申请人就其单位主张举证

了考勤记录，予以证明申请人休年休假的情况，该记录显示申

请人在 2021 年 7 月 22 日、8 月 6 日、8 月 18 日、12 月 16 日

各休年休假一天，在 7 月 28 日休年休假半天，在 9 月 28 日休

年休假 2.67 小时，在 10 月 13 日休年休假 1.55 小时。申请人

对第五被申请人举证的考勤记录予以确认，但称其于 2017 年 9

月入职，至 2018 年 9 月开始享受年休假，其在 2021 年 9 月前

休的实际为 2020 年的年休假。另查，双方确认申请人每年应休

年休假为 5 天。本委认为，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

法》第九条的规定，年休假一般不跨年度休，现申请人没有举

证证明双方曾约定年休假可跨年度休或其2021年9月之前的休

假实质为 2020 年的年休假，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现根

据双方确认之考勤记录显示申请人在 2021 年已休年休假天数

超过其当年应休的天数，故本委对其再行要求第五被申请人支

付其 2021 年未休年休假工资之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经济补偿问题。申请人主张因第五被申请人拖欠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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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向第五被申请人发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与第五被申请人

解除劳动关系。第五被申请人则主张申请人系个人觉得培训内

容无聊而离职。另查，申请人先后向第五被申请人发出《员工

与公司申请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并有签收记录为证，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的内容为公司擅自采

用已失效的旧版薪资方案计发申请人 2021 年 11 月的工资，导

致申请人 11 月的工资未能足额发放，于 2021 年 12 月 23 日与

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签收记录显示申请人的快递于 2021 年 12

月 23 日 16 时 20 分被签收。2022 年 2 月 15 日庭审当天，第五

被申请人确认收到申请人上述两份文书，并称在收到员工与公

司申请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后经与申请人沟通，双方协商一致

调整申请人的岗位为见习主管，在收到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后

有告知申请人工资已足额发放。其后，第五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2 月 16 日提交补充意见称其单位只收申请人的《员工与公司申

请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并未收到申请人的《解除劳动合同通

知书》。本委认为，首先，第五被申请人对于是否收到申请人的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作出前后不一的说辞，但其单位又无合理

解释，而从庭审情况可知，第五被申请人系清楚区分了 2 份文

书，并针对文书内容分别与申请人进行沟通、解释，故本委对

第五被申请人关于其单位未收到申请人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

书》之主张不予采纳。其次，如前所述，本委已认定第五被申

请人存在未足额支付申请人工资之情形，故申请人据此解除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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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合同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

规定的情形。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

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的规定，第五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解除

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 62202.6 元（13822.8 元×4.5 个月），现

申请人只要求第五被申请人支付其 59954.49 元，属于对自主权

利的处分，本委予以尊重及照准。

关于连带责任问题。本委认为，依查明的事实可知，申请

人在 2021 年 5 月 25 日与第五被申请人建立劳动关系，双方正

式享有和履行劳动关系项下的权利义务，彼此为劳动关系存续

期间的适格主体；五位被申请人虽存在关联关系，但具备关联

企业关系并非承担连带责任的充分条件，根据义务责任相对应

原则，责任承担应以存在实际义务为前提。本案中，申请人提

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五位被申请人对申请人存在共同用工或混

同用工之情形，亦未有有效证实其同时为五位被申请人提供劳

动的事实，故缺乏认定第一至第四被申请人对其负有承担用人

单位相关义务的基础，因此，申请人要求第一至第四被申请人

对本案款项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本委对此不予支持。

裁决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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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企业职工带薪年休

假实施办法》第九条之规定，本委裁决如下：

一、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第五被申请人一次性支

付申请人 2021 年 11 月工资差额 6454.88 元；

二、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第五被申请人一次性支

付申请人 2021 年 12 月的工资差额 5013.58 元；

三、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第五被申请人一次性支

付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 59954.49 元；

四、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

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当事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可

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期满不起诉的，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一方当事

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另一方当事人可

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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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

首席仲裁员 梁炜珊

仲 裁 员 陈隽英

仲 裁 员 虞剑秋

二○二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李政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