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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本人原因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应该合并计算

维 权

案情简介

徐某于2018年6月从本市
某技术学校毕业后，同年 7 月
初通过社会招聘市场，被本市
某集团公司所录用，主要从事
工程设备安装工作，公司与其
签订了2年期劳动合同。2年后
合同期满，集团分公司与徐某
签订了2年劳动合同仍从事工
程设备安装工作，工作地址仍
在集团公司所在地。2年后合同
期满，子公司又与徐某签订了2
年期合同，同样是做工程设备
安装工作。

2024 年 6 月底前，因合同
期满，新公司人事部经理通知
徐某终止劳动关系。在办理离
职手续时因支付经济补偿的
年限，双方发生了争议，公司
认为，徐某在新公司工作2年，
本公司只支付 2 个月经济补
偿，徐某认为在公司已经 6 年
了，应支付6个月，双方争持不
下。无奈之下，徐某只能向公
司所在地劳动人事争议调解
组织申请劳动争议调解，调解
组织审理后依法予以受理，经

过调解组织的调解，双方不能
就争议事项达成一致协议。就
移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
会受理，仲裁委员会审理后依
法予以受理徐某申请的劳动
仲裁，徐某要求将集团公司和
分公司等工作年限与现公司
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支付经
济补偿。仲裁委员会受理后，
书面通知双方当事人参加开
庭审理。

争议焦点

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
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
工作的，劳动者在原用人单位
的工作年限是否合并计算为新
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

裁决结果

仲裁委员会最后依法作
出裁决，对徐某要求将原用人

单位与新用人单位的工作年
限合并计算的仲裁申请予以
支持。

案件评析

根 据《劳 动 合 同 法 实 施
条例》第十条规定：“劳动者
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
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
劳动者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
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
的工作年限。原用人单位已经
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新
用人单位在依法解除、终止劳
动合同计算支付经济补偿的
工作年限时，不再计算劳动者
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

另外，按照《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
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
年26号）》规定：劳动者非因本
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
新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
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依照

《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
与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
或者新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
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在计算支
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
限时，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人
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
用人单位工作年限的，人民法
院应予支持。

用人单位符合下列情形之
一的，应当认定属于“劳动者非
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
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

（一）劳动者仍在原工作场
所、工作岗位工作，劳动合同
主体由原用人单位变更为新
用人单位；……

（四）用人单位及其关联
企业与劳动者轮流订立劳动
合同；……

由此可见，本案的徐某系
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
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徐
某本人仍在原工作场所、工作
岗位工作，劳动合同主体由原
用人单位变更为新用人单位，
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
问题的解释（一）中所规定的
情形。如果原用人单位已经向
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新用
人单位在依法解除、终止劳动
合同计算支付经济补偿的工
作年限时，不再计算劳动者在
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由于
总公司和分公司在与徐某终
止劳动合同时均没有向徐某
支付经济补偿。所以，现在用
人单位与徐某终止劳动合同
时，徐某在集团公司和分公司
的工作年限与现公司的工作
年限应该合并计算，并支付相
应的经济补偿。

现在确实有一些用人单位
采用这种方式，用不同名称的
单位先后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
同，自以为可以规避法律、法
规，逃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实际上是自欺欺人，到头来成
为不诚信企业，真是聪明反被
聪明误。因此，仲裁委员会经过
审理后，依法作出裁决，现公司
应该将徐某在总公司和分公司
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并按此
工作年限支付经济补偿。最终
徐某的仲裁请求得到了仲裁的
支持。

（利 明）

监察之窗

开具“离职证明”是“权力”还是义务？








































政策解读

案情简介

2024 年 3 月 6 日，崇明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执法
大队收到劳动者 Q 先生的投
诉，反映 Y 公司未按规定向其
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
的书面证明。崇明大队立即上
门开展调查。

经查，Q先生于2014年3月
入职 Y 公司，从事统计员、销
售、后勤工作，2024 年 1 月 8 日
离职。2024年1月25日，Y公司
为其在网上办理退工手续。公
司为 Q 先生开具了《离职证
明》，并通过微信方式向 Q 先
生发送了电子版离职证明，同
时通过邮寄的方式向 Q 先生
寄送出书面离职证明。但 Q 先
生 对《离 职 证 明》中 表 述 的

“本人提出辞职”的内容表示
不认可，故拒绝接收该《离职
证明》。执法人员同时查阅了
公司开具的《离职证明》，该证
明已具备劳动合同期限、解除
劳动合同的日期、工作岗位、
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等基本
要素。

根据调查情况，执法人员
认为该公司不存在未按规定向
劳动者出具解除或终止劳动合
同的书面证明的违法行为，向
Q 先生告知了调查结果，并建
议其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劳动
仲裁。

综合点评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
同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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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

施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用
人单位出具的解除、终止劳动
合同的证明，应当写明劳动合
同期限、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
同的日期、工作岗位、在本单
位的工作年限。本案中，Y公司
已向 Q 先生出具了符合法律
规范的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
同的书面证明，并通过邮寄送
达、电子送达的方式向 Q 先生
送达了该证明。故该公司不存
在未按规定向劳动者出具解
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证
明的违法行为。如劳动者与公
司因离职证明中表述的内容
而产生的劳动争议，可以按照
相关规定向劳动仲裁部门申
请劳动仲裁。

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
的书面证明是用人单位与劳
动者解除劳动关系后必须出
具的一份书面材料，出具解除
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证
明是法律苛以用人单位的后
合同义务，而绝不是用人单位
对于劳动者的“权力”，用人单
位违反该义务，需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单位
认为网上办理了退工手续就
不影响劳动者继续找下家工
作，因此认为解除或者终止劳
动合同的书面证明开不开无
所谓。但办理退工手续与出具
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书
面证明不能混为一谈。根据

《劳动部关于实行劳动合同制
度若干问题的通知》的十五条
第一款的规定“在劳动者履行
了有关义务终止、解除劳动合
同时，用人单位应当出具终
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作
为该劳动者按规定享受失业

保险待遇和失业登记、求职登
记的凭证”。一是对于劳动者
的失业待遇而言，终止或者解
除劳动关系证明是对劳动者
自己处于失业状态的证明。根
据《失业保险条例》第十六条
的规定，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
系的证明是职工失业后办理
失业登记和领取失业保险金
的依据。根据《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
定》第十九条的规定，用人单
位在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合同
时拒不向职工出具终止或者
解除劳动关系证明，导致职工
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用
人单位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二是对于劳动者再就业而
言，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证
明是对已经终结与原用人单位
劳动关系以及原劳动合同的证
明，为其再就业提供帮助。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
十九条的规定及《关于实行劳
动合同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
（劳部发〔1996〕354号）第17条
的规定，劳动者在入职新单位
时，新单位将向劳动者查验终
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以及
其他能够证明该职工与任何
用人单位不存在劳动关系的凭
证以排除产生双重用工等劳动
纠纷。若原单位未按规定向劳
动者出具终止、解除劳动合同
的证明文件，将有可能影响劳
动者能否顺利地进入新单位工
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合同法》第八十九条的规定，

“用人单位违反规定未向劳动
者出具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
书面证明，若给劳动者造成损
害，应承担赔偿责任。”

（陈云飞 沈静慧）

试用期内的加班工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