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认为， 劳动者申请休病假， 还涉
及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 “医疗期”。 病假
是一个医学概念， 是指医院出具 “病情证
明单”， 证明劳动者可以停止工作进行养
病的期限； 而医疗期则是一个法学概念，
依据 《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
规定》 的第二条： “医疗期是指企业职工
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治病休息不

得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限”。 这是对劳动者
生病后接受治疗期限所设置的保障制度。

很多人认为 “医疗期” 是劳动者的保
护伞， 这个概念其实是错误的。 根据 《劳
动合同法》 的规定， 劳动者在规定的医疗
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 也不能从事由用
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用人单位可以
提前 30 天通知的方式解除与其的劳动合
同。 因此， 医疗期满以后， 作为用人单位
也是拥有灵活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的。

劳动者在医疗期内享受病假待遇是员

工的法定权利， 如果劳动者生病或者非因
工负伤确属事实， 那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保
障劳动者的权利 ， 按时足额支付病假工

资， 保障劳动者的生活和生存。 按照上海
市的规定， 劳动者所享有的医疗期按照劳
动者在本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设置， 劳动
者在本单位工作第 1 年， 医疗期为 3 个月；
以后工作每满 1 年， 医疗期增加 1 个月，
但不超过 24 个月。 职工疾病或非因工负伤
休假日数应按实际休假日数计算， 连续休
假期内含有休息日、 节假日的应予剔除。
另外， 劳动者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
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但不符合退休、 退
职条件的， 应当延长医疗期。 延长的医疗
期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具体约定， 但约定
延长的医疗期与前条规定的医疗期合计不

得低于 24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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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保安老刘来到本报信访室， 讲述
了自己与用人单位之间发生的一桩劳动争议

案件。
2017 年， 老刘通过熟人介绍进入一家商

务楼宇任保安， 双方签订劳动合同， 约定工
资为 2800 元/月， 工作时间为做一休一。 工
作两年来， 他一直深受大家肯定。

今年 6 月初， 在一次接听电话的过程中，
老刘突然发现自己的耳朵 “听不见” 了， 为
此他趁着自己休息的那一天赶紧去医院做检

查， 被确诊为突发性耳聋， 需要进高压氧舱
治疗至少 10 天。 老刘告诉记者， 平时上班，
如果家里有事， 他都会和搭班同事以换班的
方式解决， 这次碰到需要请假 5 天以上的情
况， 自己有些头疼。

为此， 他找到了自己的领班， 出示了医
生出具的病假单， 领班在看了病假单的落款
后便同意了。 但是 ， 10 分钟后领班又打电
话给老刘 ， 意思是公司老板不同意老刘
的病假 ， 并表示保安这一岗位是 “一个
萝卜一个坑 ” ， 老刘请了病假 ， 公司没那
么多人周转替岗。

听到老板的意思后， 老刘起初认为是公
司老板没有看到自己的病假单， 以为自己是
“装病”， 于是他跑到公司去， 想着把病假单
直接给老板， 这或许就没什么大问题了。 然
而， 让他没想到的是， 公司老板在看了病假
单之后和他说： “那你不要来上班了， 就回
家休息吧。” 在老刘听来， 老板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要辞退他了， 那他可不干， 便跟老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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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病假“请”来官司

患突发性耳聋 请假竟成“离职” 事后核查无病假材料被解除
虽然老刘通过劳动仲裁得到了企业

承诺支付的 2 个月工资， 但就整个案件
来看， 企业在规范劳动者请病假方面确
有他们的随意性和不合理性。 事实上 ，
病假管理是不少企业在用工管理中容易

“栽跟头” 的地方。
设计师小王是广告公司的职工 。

2018 年 3 月 2 日 、 18 日 ， 4 月 11 日 、
25 日， 5 月 10 日、 13 日， 他在公司的
内网系统内分别申请了 6 天的病假， 并
通过短信的方式告知部门领导， 说明自
己因为身体不适需要请假。 其中， 他申
请的 3 月 2 日、 4 月 11 日、 4 月 25 日三
天病假分别在系统的申请备注中注明 ：
“因病就医”、 “做胃镜” 以及 “胃炎吊
水”。 由于小王的请假程序无误， 因此，
公司按照企业内部制订的全薪病假的规

定向他支付了上述病假期间的工资。
2018 年底， 公司开始对职工当年请

假情况进行核查。 在核查到小王的情况
时， 发现小王虽然没有一次性请一天以
上的病假， 但在 3 个月内断断续续请了
6 天病假。 就此情况， 公司要求小王提
供所有病假的资料 ， 包括病假单 、 就

诊记录等 ， 并且表示如果小王当时未
在医院开病假单 ， 也可以通过提交其
他就医证明以证病假事实 。 在多次邮
件催告小王后 ， 依然未果 。 针对小王
没有提供相应的病假材料证明其病假

的事实 ， 公司对其发出违纪解除的通
知 ， 告知他因违反公司的两条规章制
度： 1、 十二个月内累计旷工五个工作
日； 2、 提交不真实的病假申请， 骗取病
假待遇， 因而解除。

收到违纪通知的小王自然不服， 在
他看来自己是通过公司正常的请假手续

办理的， 且备注了 “病因” 也经相关领
导同意， 不存在旷工的行为 ， 公司核
算病假情况属于 “事后算账 ” ， 并不
能作为解除的理由 。 因此他将公司诉
至当地的劳动仲裁委 ， 要求公司支付
违法解除其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 在劳
动仲裁处 ， 公司表示他们也想不通 ，
如果小王真的是病假 ， 即便是事后复
查 ， 理应也能拿出相关就医证明 ， 因
为他拿不出 ， 公司的违纪解除自然没
有错 。 最终 ， 双方以劳动仲裁调解的
方式结案 。

人在职场， 小病需要休息
几天， 大病则需要住院甚至是
长时间休息。 职工无论是小病
或是大病， 向用人单位请病假
是绕不过去的一个环节。但是，
病假如何请、能请多少天、需要
什么证明， 这些在劳动者心里
都应该有本“明白账”。

■专家观点

这两起由劳动者申请病假而被企业

认定为 “旷工” 的劳动争议案件， 最终
都通过劳动仲裁的调解解决。 其中， 劳
动者和用人单位对于申请病假这一环节

的管理大相径庭。 对此， 上海江三角律
师事务所律师杨?表示， 由于 《劳动法》
对于劳动者病假手续这部分没有明确的

规定， 实践中， 用人单位一般会在规章

制度中进行规定， 劳动者应当主动提供
医疗机构诊断和病假证明作为依据。

病假， 是劳动争议中最常遇见的一
个环节， 各种细节问题都值得劳资双方
进行推敲。 例如， 有些劳动者提交的病
假证明部分不符合规定， 或没有完全按
照请假手续提前申请， 或事后销假。 这
种情况下， 用人单位不宜直接认定劳动

程序存瑕疵 请假成““旷工””

病假工资计算基数
不得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

说到病假， 不得不提的便是病假期间
工资的发放问题。 有企业认为， 既然劳动
者生病不来上班， 没有提供劳动自然不用
发放工资。 这样的理解事实上是错误的。

杨?表示， 根据 《上海市企业工资支
付办法》 第九条规定： “加班工资和病假
期工资的计算基数按以下原则确定：

（一） 劳动合同对劳动者月工资有明
确约定的， 按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者所在
岗位相对应的月工资确定； 实际履行与劳
动合同约定不一致的， 按实际履行的劳动
者所在岗位相对应的月工资确定；

（二） 劳动合同对劳动者月工资未明
确约定， 集体合同 （工资专项集体合同）
对岗位相对应的月工资有约定的， 按集体
合同 （工资专项集体合同） 约定的与劳动
者岗位相对应的月工资确定；

（三） 劳动合同、 集体合同 （工资专
项集体合同） 对劳动者月工资均无约定的，
按劳动者正常出勤月依照本办法第二条规

定的工资 （不包括加班工资） 的 70%确定。
加班工资和假期工资的计算基数不得低于

本市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 法律、 法规另
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

不难发现， 其中对于劳动合同对劳动
者月工资有明确约定的， 按劳动合同约定
的劳动者所在岗位相对应的月工资确定；
实际履行与劳动合同约定不一致的， 按实
际履行的劳动者所在岗位相对应的月工资

确定。 而只有当出现 “劳动合同对月工资
无约定” 的情况时， 才能适用 “70%” 的
比例去进行推定。 因此， 并非在合同有明
确约定或实际履行有明确标准时， 将合同
约定标准或实际履行标准直接去乘以 70%
计算， 从而达到减少病假工资支付的不合
法目的。

此外， 病假工资的计算基数不得低
于本市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 。 从 2019
年 4 月 1 日起 ， 本市月最低工资标准为
2480 元。

医疗期内
用人单位不得随意辞退职工

案件一

▲ 案件二

▲

病假手续
需要用人单位合法规定

者为旷工 。 如果劳动者所提供的材料
能够证明其当时的确属 于 生 病 状 态 ，
只是没有按规定履行请假手续 ， 那么
这只能认定为是未按规定履行请假手

续 ， 可以做出违纪处理 。 但如果像第
一个案件 ， 老刘既拿出了病假单 ， 同
时以当面告知和电话告知两种方式向

用人单位申请病假 ， 而用人单位明确
表示不同意职工病假的 ， 那么劳动者
有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 需要提醒
的是 ， 请病假还是需要按照用人单位
的程序申请的 ， 及时提交相关病假证
明 ， 对于用人单位明确拒假的 ， 劳动
者要有证据意识以保障权益 。

或许有不少劳动者认为， 自己在就医

时身体已经处于不舒服的状态， 不会想起
开病假单这件事， 一旦出了医院， 是不是
就没办法挽回了呢 ？ 对此 ， 杨?建议 ，
首先可以向用人单位提供就医记录证

明 （病历本 ） 以证就医事实 ， 向用人
单位说明情况 ； 如果用人单位一再要
求病假单 ， 不妨通过开介绍信的方式
回就诊医院补开假单 ， 这样的方式在
实践中是行之有效的 。 因为 “病 ” 不
“病 ” 并不是劳动者说了算 ， 而是由专
业机构出具的证明 （病假单 、 出院小
结等 ） ， 才能算作病假 。 像第二个案件
中 ， 在公司的多次催告下， 小王始终拿
不出病假证据， 那么公司也有权利对其病
假的真实性进行质疑。

不来上班可以， 今年的劳动合同还有 2
个月到期， 只要同意提前把工资付了 ，
明天就回家休息， “当时老板很爽气地
答应了。”

第二天老刘将自己的保安服、 工牌
等工作用品放到保安室之后， 就再也没
去上班。 6 月 20 日， 应该是公司发工
资的日子 ， 老刘盼望着自己能够拿到
两个月的工资 ， 也算是和公司结清账
了 。 但是 ， 就连当月应得的 2800 元，
他也没有拿到， 更别提老板答应的 2 个
月工资了。

就在老刘再次给老板打电话， 想要
了解何时能够拿到这笔钱时， 却得到了
老板 “你已经不是我们这里的人了， 工
资 7 月底之前发给你” 的回复， 这让老
刘心里一凉： 原本说好 6 月提前发的工
资， 一转眼成了 7 月底前发放， 这还有
保障吗？ 更让他寒心的是， 就在第二天，
他在家里收到了一张快递送来的辞退通

知书， 上面写着： 因 （你） 自 6 月 4 日
起未办理任何请假手续， 擅自旷工不来

上班至今， 自行解除了与公司的劳动关
系， 特此告知。

这张通知书让老刘怒火中烧， 明明
自己向老板提出过请假申请， 老板自己
说不要让他来上班的， 怎么现在反倒成
了 “旷工”、 “未请假” 等情况了？ 他带
着这张通知单来到公司找老板， 公司却
以老板不在为由拒绝了他。 虽然只是一
件小小的请病假事， 但是企业的种种做
法让他感觉不快， 在他看来， 这完全就
是企业有准备的 “连环套”。 为此， 他来
到企业所在地劳动仲裁委， 希望通过法
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在劳动仲裁庭前调解时， 他向仲裁
庭出示了自己的病假单、 病历卡、 就诊
记录等证据 ， 企业发放的辞退通知 、
工作卡牌等 ， 同时还将企业老板与他
之间的对话 、 电话录音一一作为证据
上交 。 在经过劳动仲裁的介入后 ， 企
业同意在 15 天之内将 2 个月的工资支
付给他。 就此， 他通过仲裁调解维护了
自己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