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情简介
王某是某印刷公司员工，于

1998 年 11 月 1 日入职， 双方签
订了多份劳动合同 ，2013 年 11
月 1 日起， 公司与王某签订了无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王某在 2017
年度分别在 1 月 10 日 、2 月 24
日、3 月 10 日、3 月 20 日至 7 月
11 日请病假， 累计病假天数 117
天。 公司于每年 1 月会发放上年
度年终奖， 但是 2018 年 1 月，王
某并未收到公司发放的 2017 年
年终奖，于是向公司询问。公司回
复王某，因其在 2017 年的病假天
数已超过公司规定的发年终奖的

前提条件， 故公司不予支付年终
奖。王某不服，向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争议仲裁申

请，要求公司支付 2017 年度年终
奖 14000 元。 仲裁委未支持王某
的仲裁请求，王某向法院起诉。

★争议焦点
印刷公司称，公司《关于发放

2017年度年终奖通知》 第二条载
明：“于 2017 年 12 月 20 日前与
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职工及实际

在岗时间不足 75%（不含 75%）的
职工不予发放年终奖”。王某 2017
年累计病假达到 117 天， 符合公
司规定的不发年终奖的前提，故
不同意支付 2017年度年终奖。

王某对公司年终奖规定的

真实性表示认可， 但认为公司应

按照按劳分配、 同工同酬的一般
法律原则来发放年终奖， 况且公
司每年都发放年终奖。 尽管其在
2017 年病假天数较多，但公司应
按实际出勤率计算年终奖， 参考
以往的发放标准。

本案中，公司制定的关于年

终奖发放的规定是否有效？

★裁判结果
年终奖的发放属于用人单

位经营自主权的范畴， 单位可根
据自身经营状况、 员工实际工作
情况自行决定是否发年终奖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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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具体办法。本案中，双方均
认可《关于发放 2017 年度年终
奖通知》明确载有“实际在岗时
间不足 75%（不含 75%） 的职
工不予发放年终奖”的内容，属
于单位行使经营自主权的合理

范围，应当予以尊重。故法院对
王某要求公司支付其 2017 年
度年终奖的请求，不予支持。

★律师点评
规章制度明确规定了劳动

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履行劳动合

同时的权利与义务， 是单位维
持其正常经营秩序的基本保

障。最高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十九条规定，用人单位根
据《劳动法》第四条之规定，通
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
不违反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及

政策规定， 并已向劳动者公示
的， 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
动争议案件的依据。可见，用人
单位的规章制度发生效力既包

括了内容的合法性， 也包括了
程序的合法性。 虽然单位规章
制度的内容是其经营自主权的

体现，具有一定的任意性，但其
内容应当不违反法律、 行政法
规的强制性规定， 亦不存在显
失公平之情形。 规章制度的制
定及修改也应当符合法定程

序，《劳动合同法》 第四条对此
也有明确规定。

文 何永强 摄 贡俊祺

小武于 2018 年 5 月 1 日入
职上海某销售公司， 与公司签的
劳动合同期限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先后担任营销专员、营销主管
及营销副经理。 2019 年 10 月 13
日小武提前三十天书面通知公司

辞职，并于 2019 年 11 月 15 日正
式离职。小武离职时曾就工资、年
休假工资等问题与公司发生纠

纷，最终通过调解解决。 但 2019
年 12 月，公司向小武提出，其就
职期间使用的一台笔记本电脑未

曾归还公司，遂要求其归还，若无
法归还则要其赔偿。 但小武辩称
他已在离职时归还了。 双方无法
就此问题达成一致， 对簿公堂。
小武称，他于 2019 年 11 月 15 日
在知会部门主管后将电脑放在工

位办公桌上， 随即离开。 公司则
不认可小武的辩解， 相关主管亦
无法证明其口头告知过， 更无法

确认微信记录真实。这种情况下，
法院会如何处理呢？

一、 交接系劳动合同解除或
者终止后的双方义务。

《劳动合同法》 第五十条规
定：“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
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

劳动合同的证明， 并在十五日内
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

系转移手续。 劳动者应当按照双
方约定，办理工作交接。用人单位
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应当向劳动者

支付经济补偿的， 在办结工作交
接时支付。”从上述规定中我们可
以看出，“交接” 虽然发生在劳动
合同已经解除或终止之后， 但同
样属于一种法定的义务， 用人单
位和劳动者均有义务完成交接工

作。在本文前述案例中，小武应将
在职期间公司交付的用于工作使

用的电脑返还于公司， 此系小武

应尽的后合同义务。
二、 交接工作宜通过书面形

式记载完成。
工作实践中， 员工离职交接

包括很多方面的内容， 例如业务
资料、办公用品、工作邮箱等。 这
些内容往往分属于用人单位的各

个部门进行对接。 面对需要交接
的众多内容， 宜通过书面记载或
书面形式固定的方式来确认交接

是否完成。
在本文前述案例中， 小武称

系以口头知会、放于工位、自行离
开的方式履行电脑交付义务，就
此须提供证据证明。 然没有事先
告知的证据， 亦无事后确认的佐
证，劳动者称办公用品已经返还，
一般很难被法院采信。最终，法院
结合笔记本电脑购买价格、 使用
年限、 折旧率等酌定小武向公司
赔偿 2000 元。 文 张佶

【基本案情】
去年 6 月， 刘某至浦东新

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咨询，因
公司未支付其 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5 月间的工资，且公司
自 2019 年初已不正常经营，担
心拿不到工资。 接待人员为刘
某查询了“人民法院公告网”上
企业的清算公告， 发现法院已
裁定受理对该公司的破产清算

申请， 并已指定某会计师事务
所为该公司破产管理人。 刘某
向该管理人了解到， 其工资已
申报了债权， 并核实了金额与
其工资金额一致，终于放了心。

【综合点评】
本案虽是咨询， 但涉及的

法律和实际操作值得研究。
一、 监察部门是否受理已

申请破产企业的欠薪投诉？
《关于实施<劳动保障监察

条例>若干规定》第十八条明确
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接到的投

诉只要符合三个条件， 就应当
依法受理。此外，该规定的第十
五条及《上海市实施<劳动保障
监察条例>若干规定》第五条分
别作了排除性规定， 即对于应
通过劳动争议处理程序解决，
已按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申请调

解或仲裁， 已提起劳动争议诉
讼及应由其他机关处理的投

诉，不予受理。
二、 如何处理进入破产清

算程序企业的欠薪问题？

根据我国《企业破产法》第
四十八条之规定， 债务人所欠
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
抚恤费用， 所欠的应当划入职
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
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

的补偿金，不必申报，由管理人
调查后列出清单并予以公示。
职工对清单记载有异议的，可
以要求管理人更正； 管理人不
予更正的， 职工可以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此外，市高院《关于印发<
关于社会保险费争议处理的若

干意见>的通知》中也有相应规
定，用人单位进入破产程序后，
与劳动者发生社会保险费争议

及其他劳动争议的， 按破产案
件进行处理， 不作为劳动争议
案件。

在劳动保障监察案件处理

实践中， 一旦企业进入破产清
算程序， 企业破产管理人会到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查询， 该企
业是否有未支付的行政处理决

定、欠薪垫付决定等情况。所以
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在收到劳动

者欠薪投诉后应依法查清该企

业欠薪事实， 在企业进入破产
清算程序后， 将企业欠薪情况
反馈至企业破产管理人， 并引
导投诉人尽快核实债权清单中

的列入金额，避免因债权漏报、
误报使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到

侵害。 文 顾瑾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