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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机构欠薪引纠纷 三方联调中心成功调解
学习宣传工会法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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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誉建业 通讯员

张上雄）中山一机构经营不善导致拖欠工

资，员工数次追讨无果十分无奈。记者近

日从中山市总工会获悉，在该市东区街道

劳动争议三方联合调解中心（由工会、人

社、工商联、企业联合会三方四家组成）的

调解下，调解员积极回访跟进落实，最终成

功调解。目前，该机构与员工约定日期支

付的前两期工资款已发放完毕。

据了解，赵某于2024年3月入职中山

市某医疗美容机构，任职管家。赵某称，该

机构经营不善导致他被拖欠2024年1月、

2024年3月、2024年6月三个月工资，合计

16068元。该机构与赵某于2024年7月31

日解除劳动关系。赵某多次催促，但该机

构仍拒不支付欠薪。

赵某日前向东区街道劳动争议三方联

合调解中心反映被欠薪，中心指派调解员

跟进。调解员告知赵某劳动争议调解程序

的相关法律法规，着重强调了劳动争议调

解程序的“零成本、速度快、效力高”等优

势。经过一番沟通，赵某表示愿意积极配

合调解工作。同时，调解员也积极与该机

构老板朱某沟通。朱某最初持不合作态

度，经调解员耐心沟通协调后，朱某表示愿

意参加调解，但声称机构经营困难暂无能

力一次性结清赵某被拖欠的工资，希望能

宽限还款时间。

调解员安排双方到东区街道劳动争

议三方联合调解中心进行调解。在调解

过程中，机构称对案件涉及的欠薪数额没

有异议，但需分期支付，而赵某要求立即

给付，双方在欠薪的给付时间存在分歧，

调解一度陷入僵局。随后，调解员多次组

织双方进行“背对背”的释法明理，从情、

理、法角度对双方进行劝导。最终，赵某

同意机构分三期支付欠薪。在双方当事

人达成一致意见后，调解员出具《劳动争

议调解协议书》双方签名确认，并积极回

访跟进落实。

目前，赵某与机构约定时间支付的前

两期工资已经发放，合计 10712 元。赵某

对东区街道劳动争议三方联合调解中心的

调解工作表示感谢。

运输公司不安排出车，驾驶员能否要求补偿？

■资料配图

【案情简介】

A公司主要经营运输业务，拥有运营

车辆20余台。2021年2月，刘某与该公司

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担任驾驶员岗位。刘

某的工资构成中，出车运输提成占较大比

例。

2023 年 6 月底，A 公司以经营困难为

由，与刘某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但双方未

能达成共识。此后，A公司未再安排刘某

出车执行运输任务。

2023 年 8 月 9 日，刘某向 A 公司发出

《被迫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指出公司未

按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条件，以此为由

提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之后，刘某将A

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该司向其支付被迫解

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

【法院判决】

根据刘某提交的与 A 公司工作人员

的社交媒体聊天记录，以及案外人出具的

证言等证据，能够证实双方于2023年6月

底就解除劳动合同事宜进行过协商，但最

终未能达成一致。此后，A公司未再安排

刘某出车运输。

刘某的工作岗位为驾驶员，其工资构

成中有很大一部分系出车运输的提成。A

公司提交的车辆维修、保养清单显示，刘

某经常驾驶的车辆在2023年7月有10天

在维修保养，同年8月有2天在维修保养，

这表示该车辆并非每天都在维修保养。A

公司作为以运输为主要业务的公司，拥有

20余台运营车辆，在7月至8月期间，一日

也未安排刘某出车，这明显不合常理。A

公司未能为刘某提供正常出车运输所需

车辆，导致刘某的劳动报酬大幅减少。故

刘某以未能提供劳动条件为由解除与 A

公司的劳动关系，并要求经济补偿，具有

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法院判决A公司向刘某支付被

迫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该判决已

生效。

【法官说法】

承办法官表示，劳动条件是一个较为

宽泛的概念，指劳动者在劳动关系存续期

间，用人单位为保障其履行劳动义务所必

须提供的物质、环境和制度保障的总称。

以本案为例，对于驾驶员刘某而言，车辆

是其履行工作职责的核心工具。正常情

况下，公司应当保障刘某拥有可供驾驶运

输的车辆。在劳动合同履行期间，若公司

无法提供车辆，直接切断了刘某获取主要

劳动报酬的途径，严重损害其劳动权益，

依法应认定为公司未提供劳动条件。

法官提醒，企业在与员工协商解除劳

动合同时，必须严格遵循公平、自愿、合法

的原则，杜绝使用不合理手段迫使员工离

职。若协商不成，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

企业务必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和劳动合同

约定，履行相应义务，切实维护员工合法

权益。而当劳动者劳动权益受到侵害时，

可先尝试与用人单位沟通协商，依据劳动

合同约定，要求用人单位提供符合规定的

劳动条件。若协商无果，劳动者可依法通

过调解、仲裁或诉讼等合法有效途径，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

【法条链接】

《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用人单位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

合同：（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

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二）未及时足额支

付劳动报酬的；（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

社会保险费的；（四）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

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

的；（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

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六）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

其他情形。

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

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者劳动的，或者

用人单位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危及劳

动者人身安全的，劳动者可以立即解除劳

动合同，不需事先告知用人单位。

《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

付经济补偿：（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

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二）用人

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

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

解除劳动合同的；（三）用人单位依照本

法第四十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四）

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

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五）除用人单位维

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

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依照

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终止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的；（六）依照本法第四十四

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终止劳动合同的；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宝安法宣）

以案说法

问：工会如何保障企业、事业单

位、社会组织的职工依法行使民主

管理权利？

答：《工会法》第二十条规定，

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违反职

工代表大会制度和其他民主管理

制度，工会有权要求纠正，保障职

工依法行使民主管理的权利。法

律、法规规定应当提交职工大会或

者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决定

的事项，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

应当依法办理。

问：在签订劳动合同、集体合同

时，工会有哪些作用？

答：《工会法》第二十一条规定，

工会帮助、指导职工与企业、实行企

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签

订劳动合同。工会代表职工与企

业、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社

会组织进行平等协商，依法签订集

体合同。集体合同草案应当提交职

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通

过。工会签订集体合同，上级工会

应当给予支持和帮助。

问：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

处分职工时，工会可以提出意见吗？

答：《工会法》第二十二条规

定，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处分

职工，工会认为不适当的，有权提

出意见。

问：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

违反集体合同，侵犯职工劳动权益

的，工会应当如何处理？

答：《工会法》第二十一条规定，

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违反集体

合同，侵犯职工劳动权益的，工会可

以依法要求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

织予以改正并承担责任；因履行集

体合同发生争议，经协商解决不成

的，工会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

提请仲裁，仲裁机构不予受理或者

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来源：中国法律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