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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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472 号

申请人：冯某某，女，汉族，1997 年 11 月 3 日出生，住

址：广东省阳江市。

委托代理人：聂宁，男，广东新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广州某某医疗美容诊所有限公司，住所：广州

市海珠区。

法定代表人：何某某。

委托代理人：李某，女，该单位员工。

委托代理人：翁某某，女，该单位员工。

申请人冯某某与被申请人广州某某医疗美容诊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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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冯某某及其委托代理人聂宁和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

人李某、翁某某到庭参加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仲裁请求情况及答辩意见

申请人于 2025 年 1 月 23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申请人请求：

一、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7 月 29 日至 2025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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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

动合同赔偿金 27754.26 元；三、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9月 3 日至 2025 年 1 月 15 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 6056.61 元；

四、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9 月 3 日至 2025 年 1 月 15 日

期间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 8479.26 元；五、被申请人支付申请

人 2023 年 9 月 3 日至 2025 年 1 月 15 日期间周六日加班工资

114671.89元；六、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23年 9月 3日至 2025

年 1 月 15 日期间累计 66 小时加班工资 4996.7 元。

被申请人辩称：一、我单位与案外人广州星淬科技有限公

司(曾用名:广州蛋壳肌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蛋壳肌因”)

于 2023 年 7 月开始建立托管合作关系，将我单位经营的某某诊

所(即申请人工作场所)的经营管理权整体托管给蛋壳肌因，并

约定了托管期间因经营产生的各项支出与新增债务(包括但不

限于采购货款、房租水电、税金、工资及福利等)由蛋壳肌因承

担，由于人员优化调整的(包括旧员工)而产生的经济补偿金、

赔偿金由蛋壳肌因承担等。2023 年 7 月托管开始后，某某诊所

实际由蛋壳肌因在管理、经营，申请人系由蛋壳肌因招聘、面

试、录用、管理(包括但不限于考勤管理、工作任务安排等)，

其实际与蛋壳肌因建立用工关系。我单位的应聘申请表上显示

“蛋壳肌因轻医美”可以证明。因此，我单位并未与申请人存

在劳动关系。申请人要求支付的加班费、赔偿金等(如有)应由

蛋壳肌因承担。故，为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我单位认为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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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追加蛋壳肌因作为被申请人承担对申请人的支付义务。二、

申请人系自行提出离职，我单位并无任何违法解除行为，无需

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申请人以我单位发布新的薪

资方案将手工提成做了较大的降幅为由,认为系被迫解除劳动

合同，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及事实依据。首先，我单位于 2024 年

12 月底发布的《护士/操作师薪资方案》并不绝对减少申请人

的手工提成。对比新方案与原方案可发现，护士的手工提成按

照不同项目有不同的标准，新方案中有部分项目降低了标准，

部分维持原标准，同时也有新增项目新增提成，并非全部降低。

而且，手工提成并非每月固定金额，并不属于申请人的固定收

入，会因客流量、客户选择项目而浮动，因此，新方案并不当

然导致申请人的手工提成减少。其次，我单位享有经营自主权，

势必会因为市场环境和实际经营的变动调整经营策略等，因此

有权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制定、调整关于员工手工提成的制度。

无论系原薪资方案抑或新方案中也均有载明“每个月会根据实

际经营情况定一次”，申请人也已签字确认，足以证明申请人明

确知悉手工提成标准并非固定不变的且确认我单位根据经营情

况调整。再者，新方案在钉钉群中发出系向员工公示，尚未实

际施行，申请人2025年1月的工资中手工提成仍按原方案计发，

其不同意新方案，却并未与我单位协商，反而直接提出离职，

对我单位的经营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此时却主张我单位违法

解除，实在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三、我单位属于服务类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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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必然不可能实行一般的周六日双休的休息制度。周六日双

休并非法定要求，我单位有权根据工作性质制定适合自身发展

的工作休息制度。根据行业惯例以及消费者需求、经营需求，

被申请人需确保周六日、节假日正常营业，故一般情况下周六

日不属于固定休息日。因此，申请人如有在节假日、周六日上

班的，属于正常出勤，不属于加班，我单位已安排出勤工资和

休息日，无需再支付加班工资，否则必然导致重复计发工资。

申请人长期从事该行业，在入职前已然清楚且同意这种工作休

息制度，在职期间并未提出异议，而且申请人提交的排班表系

申请人自行安排出勤及休息、自行制作并提交执行，也足以说

明申请人同意执行这种工作休息制度。退一步讲，即便要计付

节假日、周六日的加班工资，对于 2024 年 2 月份之前的加班工

资，已超过一年仲裁时效，依法应不予支持。申请人每月的出

勤工资系按对应的出勤天数计发的，无论是节假日或周六日，

如当天未安排休息，均属于正常出勤，已发放当天出勤工资。

因此，此时再计算节假日及周六日的加班工资，应按日工资标

准 150%减去已发放的 100%即按日工资标准 50%计算，否则将会

重复计发工资。如认为申请人周六日上班属于休息日上班，只

有不能安排补休的才需支付加班费，故，需计发周六日加班费

的加班天数应为申请人实际周六日上班的天数减去每月已安排

休息的天数。申请人主张加班应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

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申请人提交的每月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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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只是月初或上月底的计划，并非最终执行，申请人实际考勤

应以钉钉考勤打卡记录为准。另外，上述已经提到，申请人实

际与蛋壳肌因建立劳动关系,在蛋壳肌因用工管理的情况下被

申请人无法确认申请人系否节假日、周六日加班、具体加班时

间，为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本案应当追加蛋壳肌因作为被申

请人。综上，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于法无据，请求依法裁决。

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

一、关于确认劳动关系问题。申请人主张其于 2023 年 7 月

29 日入职被申请人处任护士，工资由被申请人通过银行转账发

放，双方劳动关系存续至 2025 年 1 月 13 日。被申请人认可申

请人主张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以及由其单位账号发放工资，但

辩称其与案外人于 2023 年 7 月开始建立托管合作关系，将其经

营的某某诊所的经营管理权整体托管给案外人，托管期间因经

营产生的各项支出与新增债务而产生的责任由案外人承担，故

与申请人建立劳动关系的单位为案外人。本委认为，依查明的

事实显示，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主张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不持异

议。由于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主张的入职时间及工作岗位予以确

认，由此表明申请人陈述的在职事实符合客观事实，即双方具

有建立劳动关系的主观合意。加之被申请人自认通过其单位账

号向申请人支付工资，由此表明，其存在向申请人履行作为用

人单位法定义务的情形，双方具有劳动关系项下的主观意思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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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及客观行为，具备劳动关系所特有的基本权利义务内容。据

此，本委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7 月 29 日至 2025 年

1 月 13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至于被申请人所主张与案外人建

立托管关系的问题，此属于市场经济中的经营合作关系范畴，

并不属于劳动争议的调处范围。即便案外人确实存在托管经营

被申请人相关业务的事实，此亦系该托管关系各方当事人所建

立的法律关系，因此产生的权利义务纠纷，应根据托管合同或

约定向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向相关责任人主张

权利。申请人并非该托管关系的主体，故因托管合同所产生的

纠纷之相应权利义务，与申请人无关，亦不能将基于民事合同

而产生的法律责任与本案劳动争议事项相关联。因此，在未有

证据证明申请人与案外人存在建立劳动关系意思表示及双方具

有劳动关系相关权利义务的情况下，被申请人主张申请人与案

外人实际建立劳动关系的事实不成立，其在答辩意见中要求追

加案外人作为本案纠纷的当事人之请求，本委亦不予准许。被

申请人可另循法律途径向案外人主张权利，本委在此不予调处。

二、关于赔偿金问题。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于 2025 年 1 月

调整原提成方案，降低其提成计算比例，其因此向被申请人提

出协商，但被申请人予以拒绝，并表示若不接受新的提成方案

可选择离职，基于此，其于 2025 年 1 月 6 日通过钉钉发起离职

申请，因钉钉系统仅有“自离”及“个人原因”可选，故其在

离职原因备注栏中载明系单位人员辞退，其后分别于 2025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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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0 日和 2025 年 1 月 17 日以未缴纳社会保险费、降低工资以

及超出工作时长为由向被申请人邮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申请

人对此提供 2023 年《护士/操作师薪金文件》和 2025 年《护士

/操作师薪资方案》予以证明。被申请人对该证据予以确认，但

主张《护士/操作师薪资方案》虽降低《护士/操作师薪金文件》

中部分的提成标准，但亦新增了部分项目，故《护士/操作师薪

资方案》并不必然导致申请人工资降低，且申请人在未经协商

的情况下提出离职，该新方案并无实际施行。本委认为，被申

请人虽主张《护士/操作师薪资方案》增加新的提成项目，且调

整后的提成标准并不必然导致申请人工资数额的降低，但由于

提成标准的调整实际涉及薪酬方案，而薪酬方案与工资数额存

在直接且密切关系，故该方案的施行或当中项目的调整实际系

涉及申请人劳动报酬的核心利益，被申请人并未举证证明该方

案的内容已与申请人进行协商一致，故其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

的不利后果。另，提成数额的高低取决于业绩数据及提成比例，

此属浮动工资范畴，而浮动工资数额的多少并非申请人正常完

成工作即可决定，此关系到被申请人客人量及销售总额，以上

数据均非申请人个人可控制，在客观上与被申请人的经营方向

感、经营策略、经营政策等问题相关，即提成数额具有未知数

且存在一定风险。被申请人在调整提成方案后，不排除申请人

存在获取高提成数额的可能，但亦不能否认其将存在领取更低

提成的风险，而结合新提成制度的内容可知，部分项目的提成



- 8 -

比例降低，而未有证据显示提成比例存在提升，即便存在新增

项目，但如前所述，此非申请人个人意愿或通过努力即可实现

的事宜。因此，本委认为被申请人制定新提成方案的行为法律

依据不足，且损害申请人作为劳动者对工作以来工资按原提成

方案获取劳动报酬的期待利益，故本委对被申请人该调整提成

方案的行为不予认可。然，本案并无充分证据显示被申请人曾

明确向申请人作出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即便被申请人因

申请人不接受新的提成方案而作出可离职的表述，此亦仅能视

为被申请人给予申请人离职与否的选择权。劳动关系的解除，

必须以当事人明确作出解除意思表示为基础，而被申请人给予

申请人选择离职与否的权利，此不能作为被申请人已实际行使

解除权或提出解除动议的依据，申请人基于被申请人所作意思

而享有系否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的主动权及决定权。且根据本案

查明的证据可知，申请人在此后分别通过钉钉系统及邮寄的方

式向被申请人提出解除劳动关系，此事实可进一步证明双方劳

动关系的解除最终系基于申请人主动行使解除权而实现，被申

请人不存在违法解除与其劳动关系的情形。再者，由于劳动关

系解除权属于形成权，该权利以当事人明确作出解除意思表示

而生效。因此，申请人于 2025 年 1 月 6 日通过钉钉发起离职申

请的行为已导致双方劳动关系在客观上发生解除的法律效力，

故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事由应以该日作出的解除意思表示为

准。至于申请人在此后通过快递方式邮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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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属于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已发生法律效力之后的事后行为，不

能改变或否定劳动关系在此前已然发生解除的法律事实，遂本

委对其此后所作行为不予采纳。综上，由于申请人在 2025 年 1

月 6 日发出的解除通知中并未明确载明其系因未缴纳社会保险

费、降低工资以及超出工作时长等事由而离职，故其当庭所主

张的解除事由缺乏依据。且如前所述，本委已认定被申请人不

存在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情形，故申请人在离职原因备注栏中

所自书的离职事由不成立。据此，申请人该项仲裁请求缺乏事

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委对此不予支持。

三、关于未休年休假工资问题。申、被双方确认申请人在

职期间尚有 5 天带薪年休假未休讫。经查，申请人离职前月平

均工资为 8782.09 元。本委认为，鉴于申请人在职期间尚有 5

天带薪年休假未休，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

十条、第十一条之规定，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9 月 3

日至2025年1月13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4037.74元（8782.09

元÷21.75 天×5 天×200%）。

四、关于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问题。经查，申请人于 2024

年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 2024 年 10 月 2 日至 2024 年 10 月

3 日及 2025 年元旦节法定休假日有上班，被申请人未向其额外

支付加班工资。申请人未主张其 2024 年 10 月 3 日加班，但表

示 2024 年 10 月 1 日至 2024 年 10 月 2 日，2023 年中秋节、国

庆节 2023 年 10 月 3 日存在加班。被申请人对此表示无法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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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 2024 年 3 月前法定休假日加班情况。另查，申请人月休

5 天；《护士/操作师薪金文件》载明底薪 4000 元、岗位薪贴 1000

元。本委认为，被申请人作为具有管理职责的用人单位，基于

其知悉申请人 2024 年 3 月后的出勤情况，则表明其掌握且持有

申请人在职期间相关出勤记录。虽被申请人主张其与案外人存

在约定托管经营的情形，但此并不能成为免除其作为用人单位

应对申请人在职期间相关待证事实的举证责任之合法理由，其

与案外人达成的经营合作关系，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

况下，属其意思自治及权利自由处分的范畴，但在其与申请人

劳动关系依然存续的基础上，基于劳动关系而产生的涉及申请

人相关事实或利益的举证义务，仍应由被申请人承担。因此，

由于被申请人未提供证据对申请人主张的2024年3月前法定休

假日加班情况予以反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

仲裁法》第六条之规定，其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遂本委采信申请人之主张。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9 月 3

日至 2025 年 1 月 13 日期间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 3783.78 元

[5000 元÷（21.75 天+3 天×200%）×7 天×300%]。

五、关于周六日加班工资问题。申请人主张其在职期间月

休 5 天，存在休息日加班情形。申请人对此提供排班表予以证

明。被申请人对此不予确认，主张排班表并非完全实际的工作

记录，申请人存在调休的情况，该证据不能有效证明申请人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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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事实。被申请人提供考勤打卡统计表拟证明周六日不属于固

定休息日，如周六日加班则已支付出勤工资。另查，申请人在

本案中亦提供工资条作为证据。本委认为，其一，根据庭审查

明的事实可知，申请人在职期间实际执行有别于标准工时制度，

即每月休息 5 天的工时制度。不论双方在建立劳动关系之初系

否约定其他工时制度，双方在劳动关系履行过程中已通过实际

行为变更原工时制度的约定，并以实际行为对此后履行的工时

制度加以固定及确定，遂双方关于工时制度的约定应以实际践

行的工时制度模式为准，本委认为申请人实际执行的工时制度

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八条之强制性规定，

对此予以认可。其二，本案未有任何证据显示申请人曾就上述

工时制度向被申请人提出异议，故从其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按

要求正常出勤履行劳动义务的行为，可推定该工时制度系双方

经协商一致后确定的工时标准，其对此应持知悉且接受的态度。

其三，申请人在职期间享有领取工资条的权利，即其对每月工

资具体明细及对应数额的知情权并未受到限制或剥夺，并不存

在不清楚工资构成的可能。但，申请人未举证证明曾对每月领

取的工资数额向被申请人提出异议，故根据申请人每月正常领

取工资以及在职期间均系按照要求正常提供劳动的客观行为，

可推定其主观上对每月的工资数额系予以认可。申请人作为领

取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如若其认为被申请人未发放加班工资的

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理应向被申请人表示拒绝，或行使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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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的向相关劳动行政部门进行投诉的权利，但本案查明的事

实无法证明申请人在职期间已实际有效行使该法定权利，由此

表明其对每月工资数额不持异议，否则明显有违行为逻辑，亦

违背普遍大众对劳动者正常提供劳动和领取劳动报酬行为的认

知常理。其四，申请人工作期间系接受被申请人的安排提供劳

动，而被申请人亦系根据申请人提供劳动的数量及质量支付相

应的劳动报酬，即申请人每月领取的工资实际系其当月提供劳

动的对价，故本委认为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每月支付的工资数额

与每月的工作天数相对应，申请人每月领取的工资实际包含了

当月正常工作时间的劳动报酬及休息日加班时长的加班工资。

本案查明的证据无法证实申请人自入职以来对工资构成及数额

提出异议或向相关劳动行政部门进行投诉，直至离职时方对加

班工资主张权利，该行为不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亦有违常识

性及合理性，令人难以信服和接受。因申请人在职期间领取的

月工资数额并未低于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故被申请人支付的

工资金额并无违反劳动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综

上，申请人主张的休息日加班工资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本委对此不予支持。

六、关于累计 66 小时加班工资问题。经查，申请人尚有

15 小时未调休。被申请人主张申请人每天上班时长 9 小时，其

中包含 1 小时休息时间。本委认为，被申请人关于申请人每天

存在 1 小时的休息时长，更为符合人体机能及正常用餐及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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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习惯，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本委对被申请人该项主张予

以采纳，据此认定申请人每天工作 8 小时。综上，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

人2023年9月3日至2025年1月13日期间延时加班工资506.76

元[5000元÷（21.75天+3天×200%）÷8小时×15小时×150%]。

裁决结果

本案经调解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

八条、第四十四条，《中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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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第十一条之规

定，本委裁决如下：

一、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7 月 29 日至 2025 年

1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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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9月 3日至 2025 年 1月 13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

403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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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9月 3日至 2025 年 1月 13日期间法定节假日加班

工资 3783.78 元；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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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3 日至 2025 年 1 月 13 日期间延时加班工资

506.7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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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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 裁 员 郑泽民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陈柳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