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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签订协商解除协议后发现员工存在违纪行为，
用人单位能否反悔？

维 权

案情简介

2023 年 4 月 24 日，秦某与
A公司签订了一份无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担任总经理，工作地
点为公司所在地。2024年4月7日，
A 公司与秦某签订《劳动合同
解除协议》，约定劳动关系自
2024年4月7日解除，A公司支
付秦某离职金897,000元，涵盖
工资、加班工资、补贴、奖金、绩
效、未使用年休假、代公司垫付
费用、经济补偿金/赔偿金、利
息、股息分红以及社会保险和
住房公积金等所有费用。协议
还约定，秦某需在双方约定的
时间内交还所有公司财产，并
在解除日后需经A公司指定人
员通知才可进入公司办公地
址，但未明确具体时间。

因A公司未按协议支付离
职金，秦某申请劳动仲裁，要求
A公司支付离职金。A公司则主
张，秦某在职期间存在严重违
纪行为，包括侵占并私分政府
补贴、私自设立公司从事竞争
业务、低价购买公司商品高价
销售谋利、不合理低价处置公
司固定资产、泄露商业秘密等，
认为A公司有权解除劳动合同

且无需支付补偿金，双方签订
的解除协议中关于离职金的约
定应无效。

秦某反驳称，双方签订的
解除协议是真实意思表示，合
法有效，A 公司未在仲裁中提
出撤销协议的反请求，仅提出
抗辩不影响协议效力。且协议
是 A 公司主动提出并拟定，明
确不可撤销，劳动者是否存在
违纪行为与协商解除劳动合同
并无必然因果关系，法律也未
禁止用人单位与存在违纪行为
的劳动者协商解除合同。

争议焦点

A公司是否应向秦某支付
离职金？

裁决结果

仲裁委员会经审理后认
为，秦某要求 A 公司支付离职
金的仲裁请求于法有据，予以
支持。

分析点评

民事主体应秉持诚实，恪
守承诺。根据法律规定，劳动者
与用人单位就解除劳动合同等
事项达成的协议，只要不违反

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乘人之
危情形，应认定有效。本案中，
双方于2024年4月7日签订的
劳动合同解除协议，明确是基
于平等、自愿、公平合理的原则
达成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签字
或盖章确认。A 公司主张秦某
存在欺诈行为，导致其陷入重
大误解，要求撤销协议中关于
离职金的约定。然而，从以下几
个方面来看，A 公司的主张不
能成立：

首先，秦某作为 A 公司的
高级管理人员，A 公司在新的
管理团队入驻后与其协商解除

劳动合同，A 公司应尽到更审
慎的义务。劳动合同的协商
解除由 A 公司提出，主动权在
A公司手中。

其次，欺诈是指一方故意
告知虚假情况或隐瞒真实情
况，诱使对方作出错误意思表
示的行为。A 公司未提供证据
证明秦某存在欺诈的主观故意
及客观行为。双方协商解除劳
动关系并签订协议，无证据显
示秦某以欺诈手段诱使A公司
签订协议。秦某无义务披露在
职期间的违纪行为，A 公司作
为用人单位有权对秦某是否存
在违纪行为进行调查认定。即

使秦某未主动告知违纪行为，
也不属于故意告知虚假情况
或隐瞒真实情况的情形。此外，
劳动者是否存在违纪行为与用
人单位是否协商解除劳动关系
并无必然因果关系。即使秦某
存在违纪行为，A公司知晓后，
也无法得出A公司不会与秦某
协商签订解除协议的结论。

再次，重大误解是指行为人
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
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
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后果与自
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
失。A公司在协商解除劳动关系
中并不存在显著的认识缺陷，
不符合重大误解的构成要件。

最后，根据双方签订的协
议内容，秦某需经 A 公司指定
人员通知才可进入公司办公地
址，且协议未明确交接时间。在
A公司未通知秦某办理交接并
明确告知交接时间的情况下，
秦某不存在过错。

综上所述，双方签订的劳
动合同解除协议是真实意思表
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
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
或乘人之危情形，应认定有效，
对双方均有约束力。（万震宇）

监察之窗

压实各方责任凸显整治成效
案情简介

2024年8月初，松江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通过国务院
欠薪线索反映平台，发现车墩镇
某市政道路建设工程项目存在
欠薪情况，松江区人社局立即会
同车墩镇政府、区交通委、区建
设委等相关部门介入处置。

经了解，该项目的建设单
位为区交通建设管理中
心，总包单位为上海 K 公
司，专业分包为浙江 T 公
司，劳务分包为X公司。此
前，车墩镇劳动关系矛盾
预防协调中心接到农民工
反映欠薪情况，经过协调，
总包单位答应于7月底进
行支付，但逾期未支付。经
过深入调查得知，未能支
付的原因主要为分包单位与班
组因工程量结算存在争议，无法
提供相关工资支付清单。

掌握上述情况后，松江区
人社局会同交通委、建管委、纪
委监察委召开协调会，约谈了总
包单位、分包单位负责人，要求
总包对欠薪问题负总责，主动介
入，督促分包单位与各班组尽快
完成工作量结算，编制人员工资
明细表。针对农民工离场无法到
现场确认的情况，要求分包采取
远程视频取证、书面留痕等方
法，确认欠薪人员信息以及金
额。8月21日，总包单位、分包单
位完成了欠薪人员信息以及金
额的确认工作，涉及14名劳动
者工资共计43.9731万元。双方

约定，9月30日前完成支付。
为了凸显本次专项整治工

作成效，压实各方责任，松江区
人社局会同区纪委监委对后续
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再次督查检
查，要求总包单位提高政治站
位，加快付款流程，尽快将农民
工资支付到位。9月14日，总包
单位提前发放了14名劳动者全
部工资。

综合点评

松江区人社局高度重视建
筑领域欠薪整治工作，将国务
院欠薪线索反映平台作为发
现、收集问题线索的重要渠道，
全面排查，发现一起处置一起，
取得积极成效。

深入排查隐患，矛盾处置
抓得实。松江区人社局牵头区
各行业主管部门、区属国有企
业、街镇（经开区），按照“谁主
管、谁负责”的原则，对本系统、
本区域内的工程项目进行了拉
网式排查，做到底数清、情况
明，做到在建项目全覆盖。对排
摸出的欠薪项目通过召开协调
会、约谈总包、分包单位负责

人、持续跟进督导等方式全力
协调化解矛盾，并根据现场走
访及督导检查情况，组织回头
看，确保问题真正得到解决。

聚焦问题解决，欠薪线索
办得实。进一步规范办理流程，
整合各方力量，多措并举提高
线索的办结率和解决率，力争
达到“案结事了人和”。建立

“交办督办、源头管理、定期协
商、及时清零”四合一工
作机制，加强对关联欠薪
线索较多项目的源头监
管和用工指导。在办结欠
薪线索的同时，指导项目
内部建立完善制度，规范
用工管理，防止类似问题
再次发生。

强化联动协作，工作
责任压得实。充分发挥人

社主导、行业主管、街镇属地管
理的职能作用，不断加大与建
管委等行业主管部门的工作协
同，建立“四联”工作机制，即联
合监管、联合执法、联合处置、
联合宣教，全面落实建筑领域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各项基本
制度，加强巡查检查，及时解决
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不断夯
实劳动关系协调管理工作基层
基础，提升基层劳动关系治理
能力。通过“网络化+铁脚板”工
作模式，建立“欠薪矛盾前端化
解”机制，依托基层一线协调化
解力量，先行化解欠薪矛盾，做
到小矛盾不出街镇，大矛盾及
时妥善处置。

（钟宏胜 沈静慧）

政策解读

换单位后，缴纳的企业
年金怎么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