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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员工被公安机关立案，还能拿到提成和奖金吗？

维 权

案情简介

A公司主要为单位和个人客
户提供体检服务产品。刘某于
2016年7月21日入职A公司，任
职销售，负责体检卡的销售工作。

A公司《超期应收款的处理
方式及处罚措施》第3.2条规定：

“对于超期90天以上（不含90天）
的应收款，如未处理或未提供总
经理特批说明（对于虽然已经处
理，但是没有进行邮件或书面回
复的，也视同未处理），财务部将
对销售员本人处以名下应收账
款总额 0.6%的罚款（在当月提
成中扣除）……”A公司与案外
人某某中心（以下简称“某某中
心”）分别于2019年5月、2019年
10月及2021年1月签署了两份

《健康体检协议》及一份《代理合
作协议》，约定由某某中心从事
A公司体检服务产品（体检卡）
的推广和销售，刘某负责为某某
中心申领体检卡并跟进体检卡
销售款项的收回事宜。自某某中
心和 A 公司签署《健康体检协
议》以来，郝某（刘某的上司）和
刘某负责对接A公司和某某中
心的体检卡销售工作。

2021年11月29日，公安机关
决定对郝某、刘某涉嫌职务侵占立
案侦查。2023年5月23日，某区人
民检察院向某区人民法院提起公
诉，指控刘某和郝某涉嫌挪用资
金罪，查明如下事实：2019年5月
至2022年1月间，郝某利用担任
销售总监的职务便利，在向某
某中心销售体检卡收取货款后，
将其中的392万余元归个人使
用，至今未归还公司。2022年8月
18日，郝某被公安人员抓获，审查
起诉阶段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
事实。郝某对指控的事实和证
据没有异议，并自愿认罪认罚。

但对于刘某的处理有所不

同。2023 年 10 月 10 日，公安机
关出具一份《无犯罪记录证明》，
载明刘某在1984年1月22日至
2023 年 10 月 20 日期间未发现
有犯罪记录。

2023年10月19日，A公司
与刘某解除劳动合同。刘某提起
劳动仲裁申请，要求A公司支付
2021年9月至2021年12月的提
成工资、2021年10月至2022年
7月的绩效工资、2021年度年终
考核达标奖、2019年度年终奖。

刘某认为：虽然公安机关
对郝某和刘某进行过立案侦查，
但最终被逮捕并提起公诉的只
有郝某，刘某并未构成犯罪。与
某某中心直接的对接人和负责
人是郝某，刘某作为郝某的助
理代签走内部流程，郝某还在
聊天中向刘某表示：“一切业务
问题与你无关，你只是助理工作
听我的指示的。”刘某在A公司
领取体检卡是经多部门领导审
核的，不能仅仅因为刘某领了这
些体检卡，就把损失算在刘某
处。刘某没有收到过A公司的规
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也没有经
过民主程序，只是A公司单方制
定的。综上，刘某兢兢业业地完
成了本职工作，也没有给A公司
造成损失，应当获得相关提成和
奖金等劳动报酬。

A公司认为：因刘某出现大

量超期应收款严重违反相关规
定，且给A公司造成了重大的经济
损失，A公司于2022年7月19日
向刘某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
知书》解除与刘某的劳动合同关
系。据此，因刘某存在严重违纪
的行为，且客户存在超期付款的
情况，根据相关规章制度，刘某
的提成均已被扣完，A公司不同
意支付。对刘某主张的绩效工
资、2021 年度年终考核达标奖
的金额均无异议，因刘某存在严
重违纪的行为，A公司认为均不
应当发放。A公司处有年终奖制
度，但刘某不存在2019年度年
终奖，A公司不同意支付。

争议焦点

刘某可以要求A公司支付
提成、奖金吗？

裁决结果

仲裁委员会经审理后认
为，刘某要求A公司支付提成、
奖金等劳动报酬的仲裁请求于
法有据，故予以支持。

分析点评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
题的解释（一）》第四十四条规
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
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

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
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由
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司法实践
中通常认为，用人单位作为管理
者，在劳动关系中处于强势地
位，理应掌握与劳动报酬发放有
关的证据，若用人单位未举证证
明减少劳动报酬的合法性时，应
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首先，A 公司以其制定的
《超期应收款补充政策》及《超
期应收款的处理方式及处罚措
施》为依据，认为扣除刘某相应
的提成工资、绩效工资、2021年
度年终考核达标奖及年终奖有
合法依据，但 A 公司未提交证
据证明涉及员工重大利益的规
章制度经过民主程序和公示程
序，刘某亦以此为抗辩理由，故
仲裁委员会对上述规章制度的
合法性不予确认，不能以此作
为本案的认定依据。

其次，A公司对刘某主张的
2021 年 9 月及 10 月提成工资、
绩效工资、2021 年度年终考核
达标奖、2019 年度年终奖的金
额均无异议，仲裁委员会予以确
认。A公司在仲裁审理中对刘某
提供的《提成计算明细表》中的
计算方式和计算结果的金额予
以确认，但辩称应以实际到检
人员的人数和套餐为准计算提
成工资，2021年11月及12月的

提成工资应为 37,346.70 元。因
A公司未举证证明实际到检人
员的人数和套餐情况，其抗辩
意见未被仲裁委采纳。现A公司
仍坚持刘某2021年11月及12月
提成工资应为37,346.70元，但仍
未就此举证证明，故仲裁委员会
采信刘某主张的金额，对A公司
主张的核算金额不予采纳。

再次，刘某为郝某的下属，
根据郝某的安排开展工作，
A 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
刘某在某某中心的销售业务中
有相关权限可以决定发卡、收
款的事务。刘某虽与郝某因职
务侵占案被共同立案，但最终
被逮捕并公诉的仅为郝某，检
察机关认定郝某在A公司处担
任销售总监，负责销售公司体
检 卡 产 品 ，于 2019 年 5 月 至
2022 年 1 月间利用职务便利，
在向某某中心销售体检卡收取
货款后，将其中的 392 万余元
归个人使用，郝某对指控的事
实和证据没有异议。因此，A公
司将其未收到货款的损失全部
归责于刘某缺乏依据，亦与事
实不符。鉴于 A 公司扣除刘某
相应的提成工资、绩效工资、
2021年度年终考核达标奖及年
终奖均于法无据，故仲裁委员
会对A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均
予以支持。 （万震宇）

监察之窗

“ 巧 ”办 工 程 涉 薪 难 案

基本案情

2022年12月，浦东新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执法大队
（以下简称“浦东大队”）收到劳
动者投诉，反映某建筑劳务公
司拖欠 7 名农民工工资 7 万余
元。接到举报后，浦东大队立即
开展调查。

执法人员联系了涉事公司
实际负责人史某，但史某情绪激
动、拒不配合，不但拒不支付欠
薪，更是一度失联。为找出史某，
执法人员多方查询，联系到了工
程的总包方，借总包方多番施
压，史某终于露面，前来配合调
查。经调查发现，涉及欠薪的7名
农民工均系临时招募的短工，
工期仅20余天，双方所有事项

都是口头约定，并未立下字据，
且双方所述差异巨大，使案件陷
入无证可取，无凭可依的窘境。
为摸清情况，执法人员尝试通过
双方对证的方式，解决欠薪问
题。在对证过程中，双方仍各执
一词，争论不休。执法人员当机
立断分开双方，各由1名执法人
员负责，分别就金额、支付时间
等进行沟通协调。通过分化矛
盾、分开协调的处置手段，双方
争议点被逐一厘清。经2名执法
人员轮番协调，在无凭无证、无
账可对的情况下，经历6小时不
断沟通协调，双方终于就拖欠工
资金额、支付时间等问题协商达
成一致，并签订了协议。

事后，在场农民工代表热泪
盈眶，连声感谢2名同志，一年未

决的工资事宜总算得到了解决。为
表谢意，第二天农民工代表专程送
来一面锦旗，称赞执法人员“尽心
尽责为民工，讨薪维权持正义”。

综合点评

辛苦忙碌了一年，能在回
乡前领到工资是农民工的期
盼，保障农民工工资，就是保障
农民工的立身之本。本案中，农
民工们都焦急地等着工资回家
过年，但该涉事公司态度恶劣，
拒绝配合调查及支付农民工工
资。秉着“一个都不放过，一点
都不遗漏”的原则，浦东大队通
过压实责任寻突破，分化矛盾
除争议，有力协调理顺账等手
段，顺利化解了 7 名农民工的
欠薪问题，穷尽手段帮助农民
工拿到血汗钱，帮助农民工解
决了忧“薪”事。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心之所系，念兹在兹。浦东大队
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
连心。行程万里，帮扶不停，人
民至上！ （储佳弯 沈静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