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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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459 号

申请人：李丁堂，男，汉族，1992 年 8 月 18 日出生，住

址：广东省开平市。

委托代理人：林豪东，男，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广州域道园林景观设计有限公司，住所：广州

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2842 号自编 8 栋自编 D-01 号。

法定代表人：欧阳雪冰，该单位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练达，男，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人李丁堂与被申请人广州域道园林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关于确认劳动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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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李丁堂及其委托代理人林豪东和被

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练达到庭参加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

申请人于 2024 年 1 月 8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提出如下仲裁

请求：一、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 2021 年 4 月 13 日至 2023 年

2 月 4 日存在劳动关系；二、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2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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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工资 14700 元；三、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赔偿金 72878 元；四、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出具离职证明；五、

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归还劳动合同原件。

被申请人辩称：一、第一至第三项请求我单位确认双方存

在事实劳动关系，我单位认为根据申请人提供的证据 1 及 2 显

示是申请人提交解除劳动通知书在先，我单位提出解除通知书

在后，2 月 1 日送达后即发生效力，申请人提交的预告期我单

位认为预告期仅仅是对劳动者的义务，对单位是管理安排及寻

找新员工的权利，我单位在安排完毕后要求申请人离职，并无

违反法律规定不构成违法解除，是对申请人先前行为的确认，

其次，我单位并非违法解除，根据我单位提交的证据，申请人

存在旷工请假未经审批外勤未提交申请的情况，并且于 2022 年

12 月 16 日采用欺骗行为使用上网下载的图片虚报身体情况后

被拆穿，上述行为严重违反员工手册第三章第 4.1.3 项，第十

章第十一条的规定，我单位有权扣除日工资取消期间的绩效，

有权随时解除合同不给予经济补偿，因此我单位扣除绩效的行

为合法且有理有据，申请人不属于被迫解除的情况，我单位无

需支付任何赔偿。对于请求四，如未出具的话我单位同意形成

裁判文书后向申请人出具离职证明。对于请求五，合同原件在

签订时已经给申请人一份，归还原件不属于劳动争议审理范围

理应驳回。综上，请求仲裁庭依法驳回申请人的第二、第三、

第五项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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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

一、关于确认劳动关系问题。经查，申请人于 2021 年 4 月

13 日入职被申请人，岗位为结构总工，每周工作 5 天，每天工

作 7.5 小时，钉钉打卡考勤，最后工作日为 2023 年 2 月 4 日，

每月 15 日左右通过私人银行账户转账发放上月工资。申请人主

张其 2021 年 4月 13日至 2023 年 2月 4日期间与被申请人存在

劳动关系。申请人提交《解除劳务协议通知书》《解除劳动关系

通知函》、银行交易明细清单等证据拟证明其主张。其中《解除

劳务协议通知书》载明“根据公司与您签订的《劳务协议书》，

公司自 2023 年 2 月 3 日起将与您解除劳务关系，终止与您的劳

务协议。解除（终止）协议的原因如下：严重违反《员工手册》

第三章第 4.4.7 条连续旷工、第十章第 11 条欺诈、蒙蔽行为。

请接到本通知后，在2023年 2月 4日前到人事部办理相关手续”

等内容，落款处有被申请人字样的盖章，落款日期 2023 年 2 月

3 日；《解除劳动关系通知函》载明“于 2021 年 4 月 13 日入职

贵公司，在公司担任结构总工岗位，因贵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

劳动报酬和克扣工资，现本人提前 30 天通知贵公司被迫解除劳

动关系”等内容，落款处有申请人字样的签名，落款日期为 2023

年 2 月 1 日；银行交易明细清单载明被申请人自 2022 年 1 月起

通过私人银行账户向申请人发放工资。被申请人对该些证据的

真实性均予以确认。本委认为，申请人主张其与被申请人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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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关系，并提交了证据予以证明，且被申请人对双方存在劳

动关系的期间不持异议，故本委认定申、被双方 2021 年 4 月

13 日至 2023 年 2 月 4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二、关于工资问题。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仅支付其 2022 年

12 月工资 2300 元，尚剩余 14700 元未发放。申请人还主张被

申请人 2023 年 1 月 19 日通过“李某某”私人银行账户转账的

2000 元系奖金。申请人提交银行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拟证

明其主张。其中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显示“李某某”于

2023 年 1 月 16 日、2023 年 1 月 19 日分别转账 2300 元、2000

元；申请人与廖某某、易某某、赵某某、胡某某、朱某某的微

信聊天记录载有对方与申请人2022 年 12月 27日及 12月 29日

进行工作沟通的部分内容。被申请人对银行转账记录、微信聊

天记录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但辩称其单位不清楚微信沟通的

内容是否为其单位安排的工作，居家办公需要按照员工手册规

定进行审批。被申请人主张申请人月工资 17000 元，工资构成

为基本工资 4300 元，绩效工资 12700 元，申请人在职期间的工

资（除 2022 年 12 月）系按照 17000 元标准固定发放。被申请

人还主张申请人 2022 年 12 月 15 日至 16 日、2022 年 12 月 19

日、2022 年 12 月 26 日至 29 日未按照《员工手册》规定提交

钉钉审批及履行向上级报备手续，应按旷工处理，因申请人 2022

年 12 月连续旷工，违反公司规章制度，需要扣除该月全部绩效

工资，其单位已通过“李某某”账户足额支付申请人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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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工资 4300 元。被申请人提交《员工手册》《<员工手册>确

认单》、钉钉打卡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拟证明其主张。其

中钉钉打卡记录显示申请人 2022 年 12 月 1 日至 3 日、5 日至 9

日、12 日至 14 日、20 日至 22 日、26 日、28 日、30 日正常打

卡，其中 19 日上班打卡，备注显示旷工 1 天，20 日至 22 日外

勤，备注居家办公，23 日缺卡半天，外勤，备注居家办公，26

日及 28 日正常打卡，外勤备注显示居家办公，旷工一天，12

月 3 日显示周六加班 8 小时；申请人与人事赵某弘的微信聊天

记录显示12月16日对方发送“没有居家的证明 是不能算居家”

“只能算请假 你有调休你可以继续调休”；《员工手册》第三章

第一节考勤管理载明“4.员工考勤规定 员工考勤实行手机钉钉

打卡制及外出考勤审批制。每天打卡记录是员工工作考勤情况

的原始凭证，也是公司支付员工工资的唯一依据”“4.1.2 每天

要求打 2 次卡，分别为上班卡、下班卡，员工考勤以钉钉打卡

记录为准”“4.1.3 因公外出办事或出差员工，需提前一天在钉

钉系统上申请‘外出’或‘出差’，待流程审批后才能认可外出、

出差行为。如上班时间外出无申请、登记或部门负责人不认可

外出，均按缺勤处理”“补休规定 3.3 加班时长等换为补休时长，

各类请假先用加班时长抵扣”等内容；《<员工手册>确认单》载

明申请人确认签收《员工手册》，落款日期为 2021 年 10 月 21

日。申请人对该些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委认为，首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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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对自身主张负有举证义务。申请人虽主张被申请人通过

“李某某”于 2023 年 1 月 19 日转账的 2000 元系奖金，但未提

交证据予以证明，且申请人亦未有证据证明其与“李某某”之

间存在私人债权债务关系，故在其确认“李某某”于 2023 年 1

月 17 日转账的 2300 元系其 2022 年 12 月部分工资情况下，“李

某某”于 2023 年 1 月 19 日转账的该 2000 元款项系工资具有高

度概然性，故本委对申请人关于该 2000 元系奖金的主张不予采

纳。其次，被申请人虽主张申请人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 4300 元，

绩效工资 12700 元，但其单位对此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且

其单位确认申请人在职期间（除2022年12月）工资均按照17000

元标准固定发放，故本委对其单位该主张不予采纳。又，被申

请人虽主张申请人 2022 年 12 月因违反其单位规章制度，需要

扣除全部绩效工资，但其单位既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曾就绩效

考核进行过约定、其单位已对申请人进行过考核，亦未提交证

据证明其单位将考核结果送达给申请人，故其单位主张需要扣

除申请人绩效工资，缺乏依据，本委不予支持。最后，被申请

人虽主张申请人 2022 年 12 月 15 日、16 日、19 日、26 日至 29

日未按照《员工手册》规定提交钉钉审批及履行向上级报备手

续，应按旷工处理，但钉钉打卡记录仅显示申请人 12 月 15 日、

16 日、27 日、29 日未打卡，故本委对其单位主张申请人 12 月

19 日、12 月 26 日、28 日旷工，依据不足，本委不予采纳。申

请人与人事赵某弘的聊天记录显示被申请人因申请人 12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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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没有居家的证明 是不能算居家”“只能算请假 你有调休你

可以继续调休”，结合申请人钉钉打卡记录显示申请人 2022 年

12 月 3 日加班 8 小时的记录，故本委酌按申请人 2022 年 12 月

16 日调休处理。又，申请人虽主张其 2022 年 12 月 27 日、29

日因新冠病毒身体不适而居家办公并已报备，但其提交的其与

同事间的聊天记录仅能证明双方曾就工作问题进行过相关讨

论，未有证据证明其该两日居家办公有履行钉钉审批及履行向

上级报备手续，因申请人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其

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委对其该主张不予采纳。综

上，结合本委认定事实和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五十条的规定，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 2022 年 12 月工资差

额 10550.57 元（17000 元÷21.75 天×19 天-4300 元）。

三、关于赔偿金问题。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2 月

3 日向其发出《解除劳务协议通知书》而解除双方劳动关系，

被申请人应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申请人还主张

其离职前月平均工资为 18219 元。被申请人主张其单位于 2023

年 2 月 1 日收到申请人发出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函》而解除

劳动关系，其单位不存在未足额支付工资的情形，故其单位不

应支付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被申请人还主张申请

人离职前月平均工资为 17000 元。本委认为，首先，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的规定，当事人对

自身主张负有举证义务。申请人虽主张其离职前月平均工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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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9 元，但申请人庭审中陈述其月工资固定 17000 元，且结

合申请人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可知，申请人每月领取的工资并

未有超过该工资标准的数额，故因申请人对其该主张未提交充

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本委对其关于离职前月平均工资之主

张不予采纳，并据此采纳被申请人关于申请人离职前月平均工

资为 17000 元之主张。其次，申请人虽主张其于 2023 年 2 月 3

日收到被申请人发出的《解除劳务协议通知书》而离职，但劳

动关系解除权属于形成权，以一方当事人作出意思表示并到达

对方即为生效，由此认定彼时之解除行为已发生法律效力，本

案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2 月 1 日收到申请人当面发出的《解除劳

动关系通知函》，由此可知申请人发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的时间

早于被申请人，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系以申请人行使解除权而

实现，劳动关系因申请人的该意思表示已发生实际解除的法律

效果，即使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的解除决定不认可，也不能

改变或否认该解除权带来的实质法律后果。最后，如前所述，

被申请人确存在未足额支付申请人 2022 年 12 月工资的情形，

故申请人以此为由提出被迫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之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

人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的情形，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解

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 34000 元（17000 元×2 个月）。申请人

本案请求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但因经济补偿与赔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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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属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范畴，故被申请人无须支付申请人赔

偿金，但应支付申请人上述经济补偿。

四、关于出具离职证明问题。本委认为，被申请人未提供

证据证明其单位已为申请人出具离职证明，其单位应承担举证

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

十条之规定，被申请人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

施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内容为申请人出具离职证明。

五、关于归还劳动合同原件问题。申请人主张申、被双方

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后，被申请人未给予其一份劳动合同原件，

其要求被申请人归还其劳动合同原件。本委认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身主张

负有举证义务。申请人虽主张被申请人应归还其劳动合同原件，

但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后被申请人未给

予其劳动合同原件，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又，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未

将劳动合同文本交付劳动者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因

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之规

定，申请人主张的要求被申请人归还其劳动合同原件不属于本

委处理的劳动争议范畴，本委不予调处。综上，本委对申请人

要求被申请人归还其劳动合同原件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

裁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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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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条、第五十条、第八十

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之规定，

本委裁决如下：

一、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 2021 年 4 月 13 日至 2023 年

2 月 4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二、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

请人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 3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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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2 月工资差额 10550.57 元；

四、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申请人应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内容为申

请人出具离职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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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 静

二○二四年三月七日

书 记 员 陈柳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