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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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684 号

申请人：曾诗雯，女，汉族，1982 年 10 月 17 日出生，住

址：广州市海珠区。

委托代理人：廖海燕，女，广东法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广州市海珠区素社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注册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纺织路 1 号中海名都花园名都四街 9、11、

13、15 号。

法定代表人：郭朝阳，该单位主任。

委托代理人：陈聪冲，女，该单位办公室主任；

委托代理人：陈继红，女，该单位人事专干。

申请人曾诗雯与被申请人广州市海珠区素社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关于赔偿金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

开庭审理。申请人曾诗雯及其委托代理人廖海燕和被申请人的

委托代理人陈聪冲、陈继红到庭参加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

申请人于 2023 年 5 月 9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提出如下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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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一、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4 月 1 日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工资 6658 元；二、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违法终止劳动

关系赔偿金 26632 元；三、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1 年 5 月 1

日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期间延时加班工资 1705.5 元、休息日加

班工资 31354.92 元、法定休假日加班工资 3279.8 元；四、被

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1 年 5月 1日至 2023 年 4月 30日未休年

休假和校医假工资 6472.14 元；五、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出具解

除劳动关系的证明。

被申请人辩称：一、关于第一项仲裁请求，因申请人的工

资由基本工资、基础性绩效工资、奖励性绩效工资构成，奖励

性绩效工资采取预发方式，在绩效考核后发放，多退少补；2022

年 10 月至 2023 年 2 月的奖励性绩效工资，申请人需退回

4948.79 元；申请人 2023 年 4 月工资为 5240 元，扣除当月社

保、住房公积金等相关费用后，还剩 1091.88 元未扣，故其 2023

年 4 月工资为零，仍不够扣款的部分在加班工资里扣除，因此，

我单位不同意申请人该项仲裁请求。二、关于第二项仲裁请求，

我单位根据法律规定在劳动合同期满终止后向申请人支付了

10480 元，不存在违法终止劳动关系情况，不同意申请人该项

仲裁请求。三、关于第三项仲裁请求，双方劳动合同约定，申

请人每日工作 7 小时，每周工作 5.5 天，每周正常工作不超过

40 小时，计算加班工资基数为 2300 元/月，我单位实际在计算

申请人加班工资的基数是 5240 元/月，已经从申请人利益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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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角度给予核算；另申请人实际加班时间为：工作日加班 26

小时、休息日加班 332.5 小时、法定节假日加班 25 小时，其主

张的休息日加班时长与事实不符；现我单位已经向其结算了工

作日加班工资 973.14 元、休息日加班工资 16593.33 元、法定

节假日加班工资 1871.43 元，不同意申请人该项仲裁请求。四、

由于疫情影响，申请人 2022 年的 5 天年休假，我单位在 2023

年 4 月已经安排其休假。申请人 2023 年 5 天年休假未休，我单

位已按规定支付其 2620 元；申请人在职期间积存未休校医假共

38.5 小时，我单位已向其支付了 960.67 元。因此，我单位不

同意申请人该项仲裁请求。五、申请人办理好离职手续后，我

单位将向其出具终止劳动关系的证明。

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

经审理查明，申请人入职被申请人时从事门诊护士工作，

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被派驻到前进路小学从事校医工作。申请人

每周工作 5 天，每天工作 7 小时。双方共签订了两次劳动合同，

首次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从2021年5月1日起至2022

年 4 月 30 日止，试用期从 2021 年 5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止，申请人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标准（计算加班工资基数）

为 2100 元，签订日期为 2021 年 4 月 30 日；第二次签订的劳动

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从2022年5月1日起至2023年4月30日止，

申请人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标准（计算加班工资基数）为 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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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3 月 14 日向申请人发出《终止劳动合

同通知书》，决定在双方第二次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届满后不

再与申请人续订劳动合同。申请人收到该通知书后在 2023 年 4

月 13 日书面向申请人提出续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被申请

人未与申请人沟通过续订劳动合同事宜，仍于 2023 年 4 月 30

日终止与申请人之间的劳动合同。申请人离职前 12 个月含各项

奖励性报酬、绩效在内的月平均应发工资为 7268.65 元。另查

明，按照申请人确认的工资表显示其自 2022 年 1 月起的月工资

由职务工资、基础性绩效工资、绩效工资、住房公积金和“其

他 2”项目构成，该几个项目金额固定，该工资表中可反映出

申请人的职务工资为每月 590 元，“其他 2”项目为每月 600

元，自 2022 年 6 月起，基础性绩效工资调整为每月 1395 元、

绩效工资调整为每月 3255 元，自 2022 年 7 月起，住房公积金

调整为 818 元。双方确认申请人在职期间工作日延时加班共 26

小时，休息日加班时长共 332.5 小时，法定节假日加班时长共

21 小时。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5 月 11 日向申请人转账了三笔款

项共 25893.15 元，其中包括 2023 年 4 月份工资 873.33 元，经

济补偿 10480 元，最后一笔款项金额为 14539.82 元。

一、关于赔偿金和出具终止劳动关系证明问题。申请人主

张其于 2021 年 4 月 19 日入职，试工一周后，自 2021 年 4 月

26 日起上班。被申请人则主张申请人于 2021 年 5 月 1 日入职，

还主张申请人离职前 12 个月的月平均应发工资数额不应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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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奖励性报酬、绩效在内，而应按照 5240 元的标准确定。本

委认为，首先，双方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首次签订劳动合同，

约定了合同期限和试用期期限。现申请人主张的入职、试工事

实发生在其首次签订劳动合同之前，且与其在劳动合同中确认

的合同期限和试用期限不符，在申请人无证据证明其该主张，

且无证据证明其签订劳动合同时对合同期限和试用期限存有异

议的情况下，其主张的入职时间依据不足，本委不予采纳，遂

认定双方于 2021 年 5 月 1 日建立劳动关系。其次，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本案双方已经连续订立二

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申请人已经在劳动合同期限届满之前

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在被申请人无证据证明申请人

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

一项、第二项规定情形的情况下，被申请人应当与申请人订立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然被申请人未依法为之，仍单方与申请

人终止劳动合同，违反了上述法律之规定，构成违法终止劳动

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八

十七条的规定，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违法终止劳动合同赔

偿金。最后，对于申请人离职前 12 个月的月平均应发工资，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

被申请人主张申请人离职前 12 个月的月平均应发工资数额不

应包含各项奖励性报酬、绩效在内，该主张与法相悖，本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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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采纳，双方确认的申请人离职前 12 个月的月平均应发工资数

额 7268.65 元应当作为计算申请人赔偿金的基数。综上，被申

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违法终止劳动合同赔偿金 29074.6 元

（7268.65 元×2 个月×2 倍），冲减被申请人已支付的经济补

偿 10480 元后，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违法终止劳动合同赔偿

金差额 18594.6 元（29074.6 元-10480 元）。另，被申请人已

经与申请人终止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五十条，被申请人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

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向申请人出具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

二、关于 2023 年 4 月工资问题。申请人在 2023 年 4 月按

照约定工作时间正常上班并休了 2022 年年休假 5 天。申请人主

张其月工资标准按照其工资构成应为 6658 元，被申请人应全额

支付其 2023 年 4 月工资 6658 元。被申请人则主张申请人 2023

年 4 月工资应按照 5240 元（不含住房公积金和“其他 2”项目）

核算并支付，申请人工资构成中的“其他 2”项目 600 元是每

月预发项目，不应作为月工资标准；工资构成中的绩效工资 3255

元属于每月预发的奖励性绩效，需要根据申请人的绩效考核情

况在年中或者年终时进行多退少补，故申请人 2023 年 4 月工资

在代扣相关费用后，还需要扣减多发的绩效工资，扣减该绩效

工资后，申请人当月工资为 0 元，不够扣部分则在结算加班工

资时再行扣减。申请人不确认被申请人上述关于绩效工资多退

少补之说辞，主张该绩效工资和“其他 2”项目均每月固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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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发放，被申请人从未告知过其绩效工资需要考核以及相关的

考核标准和考核依据。本委认为，申请人的工资构成反映出其

每月固定的工资、绩效等项目合计为 6588 元。虽被申请人主张

当中的绩效工资需要经考核多退少补，但被申请人并未提供其

单位经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薪酬制度予以证明该主张，也未提供

证据证明其单位曾将该绩效工资发放方式告知申请人，更未提

供其单位对申请人进行与该绩效工资挂钩的考核标准、考核过

程和考核结果等材料加以证实，故被申请人该主张缺乏依据，

本委不予采纳；同理，本委对被申请人主张“其他 2”项目属

于预发项目亦不予采纳。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五十条的规定，申请人 2023 年 4 月在按照约定工作时间正常

上班和休带薪年休假的情况下主张其当月应发工资应为 6588

元合法有据，本委予以采纳。现被申请人已支付申请人当月工

资 873.33 元，还应支付申请人当月工资差额 5714.67 元（6588

元-873.33 元），鉴于被申请人额外支付了申请人 14539.82 元，

故对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当月的工资差额，本委在该笔额外

支付的款项中予以抵销，即对申请人请求 2023 年 4 月工资不再

支持。而该笔额外支付的款项在抵销申请人当月工资差额之后，

余额为 8825.15 元（14539.82 元-5714.67 元）。

三、关于加班工资问题。本案双方对工作日延时加班时间

和休息日加班时间不持异议。对法定节假日加班时间，申请人

主张其在妇女节有 4 小时工作时间亦应按法定节假日加班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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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工资，故法定节假日加班时间应为 25 小时。另，双方对加

班工资计算基数有异议。本委认为，根据《全国年节及纪念日

放假办法》第三条的规定以及《关于部分公民放假有关工资问

题的函》（劳社厅函〔2000〕18 号）的意见，妇女节属于部分

公民放假的节日，劳动者在该节日期间参加社会或单位组织庆

祝活动和照常工作的，用人单位应支付工资报酬，但不支付加

班工资，故申请人主张妇女节按法定节假日加班计算加班工资

缺乏法律依据。对于加班工资计算基数，双方在劳动合同已经

约定了加班工资计算基数，故计算申请人的加班工资应按照劳

动合同约定执行。结合双方确认的加班时间，经核算，申请人

工作日延时加班的加班工资应为 515.52 元（2300 元÷21.75 天

÷8 小时×26 小时×150%），休息日加班工资应为 8791.3 元

（2300 元÷21.75 天÷8 小时×332.5 小时×200%），法定节假

日加班工资应为 832.86 元（2300 元÷21.75 天÷8 小时×21 小

时×300%），上述加班工资合计为 10139.68 元（515.52 元

+8791.3 元+832.86 元）。结合本委上述认定，被申请人额外支

付的款项在抵销申请人 2023 年 4 月工资差额后的余额，应在上

述加班工资中予以抵扣，即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在职期间加

班工资差额 1314.53 元（10139.68 元-8825.15 元）。

四、关于年休假工资和校医假工资问题。申请人在庭审中

明确其该项仲裁请求涉及的未休年休假为 2023 年年休假。申请

人提交且经被申请人确认的微信记录截图显示被申请人与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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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核实积假情况，其中包括 2023 年年假 5 天以及 2022 年下半

年和 2023 年校医假共 39 小时。申请人主张校医假应按照休息

日加班工资的倍数计算工资。被申请人确认申请人 2023 年未休

年休假天数为 5 天，但主张申请人的校医假实为 38.5 小时，且

校医假是其单位自行制定的员工福利，并非法定报酬，认为应

按照正常工资标准支付申请人未休的校医假工资。本委认为，

本案双方通过微信核实年休假和校医假情况时，被申请人告知

申请人积存的校医假为 39 小时，现被申请人又主张校医假为

38.5 小时，但并无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本委不予采纳。

鉴于校医假属于用人单位内部制定的福利假期，并非国家法定

休假日，申请人主张按照加班工资的倍数计算未休校医假的工

资，缺乏法律依据，本委亦不予采纳。结合申请人的实际工资

支付情况，本委认为应按照申请人正常工作情况下的月固定应

发工资 6588 元作为未休校医假工资的计算标准。根据《企业职

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的规定，

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 2023 年未休年休假工资 3341.91 元

（7268.65 元÷21.75 天×5 天×200%）以及未休校医假工资

1476.62 元（6588 元÷21.75 天÷8 小时×39 小时）。

裁决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四十七条、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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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一条、

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

第十条、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

第三条之规定，本委裁决如下：

一、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

请人在职期间加班工资差额 1314.53 元；

二、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

请人 2023 年未休年休假工资 3341.91 元以及未休校医假工资

1476.62 元；

三、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

请人违法终止劳动合同赔偿金差额 18594.6 元；

四、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申请人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向申请人出

具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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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 裁 员 温嘉毅

二○二三年七月七日

书 记 员 叶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