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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花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仲 裁 裁 决 书

穗花劳人仲案〔2021〕2209 号

申请人：何某，女，汉族，住址：广州市从化区。

被申请人：广州市至形装璜标识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广州

市花都区花东镇北兴花都大道杨荷路段 39 号。

法定代表人：何永广，该单位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苏树仁，该单位员工。

委托代理人：欧阳秀凤，该单位员工。

申请人何某诉被申请人广州市至形装璜标识工程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一案，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申请人何某，被

申请人委托代理人苏树仁，欧阳秀凤参加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

结。

申请人诉称：申请人于 2012 年 12 月 17 日到被申请人单位

工作，工作岗位是成本控制部，双方有签订劳动合同。仲裁请求：

一、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12 年 12 月 17 日起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经济赔偿金 35105 元。二、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5 月 17 日产假工资 1100 元。三、被申请人

支付申请人2020年6月1日起至2021年6月30日工资差额2664

元。合计 3886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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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申请人辩称：请求仲裁委驳回申请人全部仲裁请求。我方

已经足额发放了申请人第二项仲裁请求的工资，切申请人对产假

工资进行签收确认，没有提出异议。2.申请人要求产假工资时间

为 2020.1.1-2020.5.17，该请求已经超过仲裁时效，请求驳回。

3.我方不认同申请人离职原因。4.我方依法为员工购买住房公积

金，单位代缴公积金个人部分都在员工每月工资中扣除，属于正

常代扣，不属于无故克扣工资情况，无需补足。

本委审理查明：申请人于 2012 年 12 月 17 日到被申请人单

位工作，工作岗位是成本控制，双方有签订劳动合同，最后一次

劳动合同期限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劳动合同

原来是 3 年签一次，2021 年只签了半年。离职时间是 2021 年 6

月 30 日，上班需要打卡考勤，上班时间是早上 8 点 30 分至 12

点，下午 13 点 30 分至 18 点，上 5 天班，2020 年 4 月开始每周

休息 2 天，之前是周六长短周工作制，法定节假日 2020 年后按

照国家规定放假。申请人于 2021 年 7 月 26 日向本委申请劳动仲

裁。

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产假工资、离职原因问题存在争议。

申请人主张：申请人离职原因是最后一份合同的签订是因为

本人与被申请人协商后留下来做上海工程结算（申请人原计划

2020 年 12 月 30 日合同到期后离职），被申请人同意该合同到

期后给经济补偿金给本人后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合同到期后被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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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人没有支付经济补偿金，同时，被申请人没给足产假工资、没

缴纳公积金，离职当天（2021 年）6 月 30 日申请人有口头向单

位提出支付缴纳公积金，所以申请人在合同到期后不再续签合

同，被申请人有购买社保，6 月 28 日有以书面形式向单位方提

出产假工资差额的问题，2020 年 7 月 17 日发现产假工资差额的

时候，有口头向公司的行政部和财政部反映产假工资差额的问

题，单位方通过申请人的直接领导回复不用理会该问题。申请人

离职前十二个月的月均工资是 4130 元，工资组成是基本工资

2830 元+津贴 1080 元+伙食补贴 220 元，领取工资方式是银行转

账，领取工资有签名，2019 年后没有拿过工资条，产假期间的

签名后来补签了。申请人是 2019 年 10 月开始休产假。申请人产

假工资是按本人每月工资应拿 3955 元/月，但是本人 2020 年 1

月工资 3733 元、2020 年 2 月工资 3733 元、2020 年 3 月工资 3733

元、2020 年 4 月工资 3473 元、2020 年 5 月工资 3277 元，被申

请人一共拖欠了 1100 元。工资差额指的是公积金 222 元/月，公

司没有缴纳公积金。为了证明其主张，申请人提交以下证据证明：

一、广州市至形装璜标识工程有限公司员工粮单（2021 年 2

月份至 6 月份），证明本人工资以及公积金情况。（被申请人确

认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

二、广州市至形装璜标识工程有限公司工资表，证明本人工

资以及公积金情况。（被申请人确认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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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工商银行借记账户历史明细（电子版），证明产假

工资及差额。（被申请人确认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

四、广州农村商业银行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确认真实性、

合法性、关联性。）

五、缴存明细信息查询，证明本人公积金汇缴时间。（被申

请人确认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

六、广州市至形装璜标识工程有限公司劳动合同。（被申请

人确认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

七、合约到期告知书（该通知书于 2021 年 6 月 28 日以邮件

形式发送给公司各领导，2021 年 7 月初以书面形式寄给单位方）

（被申请人确认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

八、邮件、合约到期工作交接表（证明最后一份合同的签订

是因为本人与被申请人协商后留下来做上海工程结算（申请人原

计划 2020 年 12 月 30 日合同到期后离职），被申请人同意该合

同到期后给经济补偿金给本人后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合同到期后

被申请人没有支付经济补偿金，邮件最后刘总的回复可以证明本

人所述的真实性。）（被申请人确认部分真实性、合法性，不确

认关联性，确认有收到该份邮件，在申请人证据可以看到公司

2021 年 6 月 29 日有书面回复，最后的刘总回复不代表公司。）

被申请人主张：申请人的离职原因是因为与申请人合同到期

后，公司多次催促申请人签订劳动合同，但申请人没有续签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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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申请人没有在限期内回复是否续签劳动合同，所以视为申请

人不同意续约，合同到期，劳动关系终止，6 月 30 日单位方以

邮政快递的形式寄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给申请人，单位方无需支

付经济补偿金。申请人之前并未提出关于产假工资差额及公积金

补缴的问题，直到我方提出限期内续签劳动合同后，在 6 月 30

日申请人才提出关于公积金补缴的问题，并没有提过产假工资差

额的问题，我方也同意以现金方式支付公积金给申请人，但申请

人不同意。6 月 28 日申请人有书面邮件给公司说产假工资差额

的问题，关于 2020 年 7 月申请人所说的情况不确认。申请人离

职前十二个月的月均工资是 3812 元，工资组成是基本工资 2830

元+津贴 1080 元，领取工资的方式是银行转账，有工资条，工资

条上有申请人的签名，伙食补贴是上班出勤的才有，按出勤天数

算没有在饭堂吃饭的，每天 7.3 元，每月全勤并且不在饭堂吃饭

的最高补贴 220 元，申请人产假工资实际段为 2020 年 1 月 1 日

至 2020 年 5 月 17 日，仲裁申请时间是 2021 年 7 月 13 日，已超

仲裁时效，应予驳回。确认申请人所述的 2020 年 1 月至 3 月的

工资数，2020 年 4 月公司开始实行双休，申请人没有周六加班

所以没有周六加班费，公司实行双休制度有召开过代表大会，工

会主席、员工代表都有参会并且通过该项制度，以邮件公告方式

通知给全体员工，但因申请人在休产假所以邮件没有发送给申请

人，所以我方认为产假工资已足额支付，并没有拖欠申请人产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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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差额。为了证明其主张，申请人提交以下证据证明：

一、公司取消长短周工作制的通知。（申请人不确认真实性、

合法性、关联性。）

二、广州市至形装璜标识工程有限公司工资表。（申请人确

认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

三、2020 年 1 月至 5 月考勤表。（申请人确认真实性、合

法性、关联性。）

四、与至形何某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明有多次沟通续签劳

动合同。（申请人确认真实性、合法性，不确认关联性，因为聊

天记录只有部分内容。）

五、逾期未回复续签意愿的通知。（申请人确认真实性、合

法性，不确认关联性，本人有口头回复。）

六、EMS 快递单、中国邮政速递物流查询，证明对方有收到。

（申请人确认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

七、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申请人确认真实性、合法性、

关联性。）

八、住房公积金个人信息表。（申请人确认真实性、合法性、

关联性。）

九、关于公司取消长短周工作制通知、员工代表会议记录。

十、申请人 2019 年 6 月至 2021 年 6 月工资表。

十一、申请人 2019 年 6 月至 12 月、2020 年 1 月至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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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 月至 6 月工资银行汇款回单和汇款指定明细，

以上事实，有申请人的陈述、被申请人委托代理人的陈述、

有关书证、庭审笔录等为据，证据确实，足以认定。

本委认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并建立劳动

关系，双方的合法权益均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并应依法履行各自

的义务。

关于经济赔偿金问题。申请人主张申请人最后一份合同到期

后未签订是因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协商后留下来做上海工程结

算（申请人原计划 2020 年 12 月 30 日合同到期后离职），被申

请人同意该合同到期后给经济补偿金给申请人，然后双方解除劳

动合同，但是合同到期后被申请人没有支付经济补偿金，同时，

被申请人没给足产假工资、没缴纳公积金，所以申请人在合同到

期后不再续签合同。被申请人主张公司多次催促申请人签订劳动

合同，但是由于申请人没有续签的意向，没有在限期内回复是否

签订劳动合同，所以视为申请人不同意续约，劳动关系终止。本

委认为，申请人 2019 年 10 月开始休产假，被申请人确认申请人

对产假工资（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5 月 17 日）实收金额

所述的情况，即 2020 年 1 月至 3 月的工资数没变，2020 年 4 月

公司开始实行双休，申请人没有周六加班所以申请人 2020 年 4

月、5 月工资被申请人都是实施新的工资方案而有所降低，根据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五条、第八条的规定，用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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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因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降低其工资、予以辞退、与其解

除劳动或者聘用合同。女职工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对已经参加

生育保险的，按照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标准由生育

保险基金支付；对未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女职工产假前工资的

标准由用人单位支付。因此，申请人产假期间，被申请人擅自将

工资降低的行为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所以本委对被申请人主张

不予采信。但本案中，申请人离职系因被申请人不支付足额产假

工资而不续签劳动合同，被申请人也确认 6 月 28 日申请人有书

面邮件给公司说产假工资差额的问题，所以这是属于申请人因被

申请人足额支付劳动报酬而解除劳动关系的行为，本委对申请人

主张予以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

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

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

偿金。因此申请人主张要求支付经济赔偿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

据，本委不予支持。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

十八条中规定，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

以解除劳动合同。结合本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劳动者依照本法

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

济补偿金。鉴于被申请人确实存在未足额支付申请人劳动报酬的

情况，申请人因此不续签劳动合同，属于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行

为，被申请人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给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



9

和国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经本委核算，申

请人离职前十二月平均工资 4076.9 元（被申请人提交的工资表

计算），被申请人应当支付给申请人经济补偿金 36692 元（4076.9

元×9 个月）。申请人请求支付 35105 元是对其自身权利处分的

表现，因此被申请人应当支付给申请人经济补偿金 35105 元。

关于产假工资问题。申请人主张产假工资是按本人每月工资

应收 3955 元/月，但是 2020 年 1 月实收工资 3733 元、2020 年 2

月工资实收 3733 元、2020 年 3 月实收工资 3733 元、2020 年 4

月工资实收 3473 元、2020 年 5 月工资实收 3277 元，所以请求

金额 1100 元。被申请人主张产假工资已经过了诉讼时效，而且

已经足额支付，所以不用支付。本委认为，首先，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关系存续

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

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

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双方劳动关系 2021 年 6 月 30

日终止，申请人 2021 年 7 月 26 日向本委申请人仲裁，申请人的

产假工资部分仍在诉讼有效期内。其次，申请人 2019 年 10 月开

始休产假，被申请人确认申请人对产假工资（2020 年 1 月 1 日

至 2020 年 5 月 17 日）实收金额所述的情况，即 2020 年 1 月至

3 月的工资数没变，2020 年 4 月公司开始实行双休，申请人没有

周六加班所以申请人 2020 年 4 月、5 月工资被申请人都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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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工资方案而有所降低。因此，根据《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

定》第五条、第八条的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怀孕、生育、

哺乳降低其工资、予以辞退、与其解除劳动或者聘用合同。女职

工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对已经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用人单位

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标准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对未参加生

育保险的，按照女职工产假前工资的标准由用人单位支付。申请

人产假期间，被申请人擅自将工资降低的行为是不符合法律规定

的，本委对被申请人主张不予采信。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

第十条、第十三条规定，经本委核算（被申请人提交了工资表证

明，工资表有申请人确认签名），申请人产假前工资应发 4431

元，扣缴公积金、社保后实发 3733.82 元，因此，申请人产假期

间扣缴公积金、社保后实发工资应当为 3733.82 元。被申请人

2020 年 4 月应当支付给申请人 3733.82 元，5 月应当支付给申请

人 3224 元 （ 1717 元 （ 3733.82/21.75×10 ） +1507 元

（3277.95/21.75×10）=3224 元），因此，被申请人应当支付申

请人2020年1月1日至5月17日产假工资未足额部分260.5元。

关于申请人第三项仲裁请求。申请人主张所指工资差额指的

是公积金 222 元/月，公司没有缴纳公积金要求补缴的差额。本

委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规

定，公积金补缴不属于本委受理范围，本委不做调处，予以驳回。

本案经调解无效。根据《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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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七

条、第八十七条，《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条、第十三条《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五十条之规定，

裁决如下：

一、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

人 2012年 12月 17日至 2021年 6月 30日经济补偿金 35105 元；

二、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

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5 月 17 日产假工资未足额部分 260.5 元。

三、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

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可自收到

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

诉的，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本裁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一方不

执行本裁决，另一方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仲 裁 员 ：江 伟

二○二一年十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潘 杰 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