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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我与一家公司的劳动合同中约定，

只要我不能完成基本计件任务，公司有
权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两个月前，我虽
然未完成基本计件任务，但公司并没有
提出解聘，甚至继续让我提供劳动。近
日，见公司未向我发放工资，我曾找过
公司询问，其给出的答复是因我已经具
备被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劳动关系早
已不复存在，其自然没有继续按合同支
付工资的义务。请问：我与公司的劳动
合同真的已归于消灭吗？

读者：梁丽丽
梁丽丽读者：

你与公司的劳动合同并非已归于
消灭。

劳动合同，归根到底属于合同的一
种，就 《劳动合同法》 中没有规定的事
项，应当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来处
理。就本案所涉条件问题的处理，同样不
能例外。《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四十
五条分别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
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
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附解除条件的
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也就是说，
如果合同约定了解除权，当具备解除条件
时不等于合同随之消灭，而是必须通过实
施解除行为才能实际解除；如果合同约定
了解除条件，则当条件成就时合同当然且
自动消灭，无须当事人再通过行为来解
除。那么，应当如何区分“约定解除权的
合同”还是“附解除条件的合同”呢？一
方面，约定解除权是指当事人在合同中约
定，当出现某一情形时，一方当事人可以
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方式解除合同，即
只是给予了一方解除合同的权利。如劳动
合同中约定，如果劳动者无正当理由连续
旷工三天，用人单位有权单方解除劳动合
同，该约定就是赋予用人单位的解除权。
当劳动者出现对应情形时，用人单位究竟
是否行使解除权，由其自行决定，若没有作
出决定，并不意味着已经解除了劳动合
同。另一方面，附解除条件是指当事人约
定，当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约定的事项时，
合同自动归于消灭。如劳动合同中约定工
作地点为A地，如果用人单位出现搬迁，劳动
合同自行解除。即表明只要出现了搬迁的事
实，无需用人单位或劳动者提出，彼此的劳
动关系便不复存在。与之对应，鉴于你与公
司的劳动合同中只是约定当你不能完成基
本计件任务时，公司享有劳动合同的解除
权，并没有言明无需经过其宣布解除即可以
让劳动关系归于消灭，明显意味着当属“约
定解除权的合同”，而非“附解除条件的合
同”。公司没有提出解聘，甚至继续让你提
供劳动，再以合同已自动解除而拒绝发放
工资自然不能成立。 颜梅生

约定的解聘事由出现

劳动关系自动归于消灭吗？

“工资面议”
等于劳民伤财

【案例】
2019 年 1 月 6 日，一家公

司发布招工广告并称“工资面
议”。宋雨佳觉得这份工作很
适合自己，遂千里迢迢前往应
聘。可当宋雨佳按要求递交相
关资料并苦苦等了四天后，却
被告知月工资只能在 2020 元至
2300 元之间面议，而 2020 元是
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也就是
几乎没有面议的余地。不愿接
受的宋雨佳不得不无功而返，
甚至已经花费 2000 多元简历打
印费、车船费、住宿费、伙食
费等。

【提示】
一方面，公司之举违法。

《劳动合同法》 第八条规定：
“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时，应
当如实告知劳动者工作内容、
工作条件、工作地点、职业危
害 、 安 全 生 产 状 况 、 劳 动 报
酬，以及劳动者要求了解的其
他情况。”公司笼统地以“工
资面议”取代如实告知劳动报
酬，明显是对自己法定义务的
违反。另一方面，公司应当赔
偿损失。公司在发布如此广告
时，应当知道会有不愿意接受
如此条件者前来应聘，也应当
知道此举会给不明真相的应聘
者带来损失，却听之任之。宋
雨佳的损失恰恰是由于公司的
过 错 所 造 成 。 而 《侵 权 责 任
法》 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

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

“工资面议”
等于查无证据

【案例】
2019 年 2 月 20 日，卢艳婷

按照一家公司的招聘广告找了
过去。进入“工资面议”时，
议 定 卢 艳 婷 的 月 工 资 为 3800
元。可当卢艳婷领取第一个月
的工资时，却发现自己的月工
资只有 1500 元。面对卢艳婷的
质询，公司坚持面议时确定的
就是 1500 元，如果卢艳婷认为
是 3800 元可以提供证据证明。
然而，由于当时只是“面议”
并没有形成文字，卢艳婷哪有
什么证据？

【提示】
“工资面议”只是一种口

头协议的过程，“面议”的结
果 如 何 ， 必 须 由 双 方 加 以 确
认，而直观且没有争议的结果
就是形成文字。如果没有形成
文 字 ， 在 一 旦 出 现 劳 资 纠 纷
时，只能是口说无凭。《民事
诉 讼 法》 第 六 十 四 条 规 定 ：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
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
规定》 第二条也指出：“当事
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
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
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
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
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
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
人承担不利后果。”鉴于本案
双方就工资标准发生争议，最
终解决又只能依靠证据，故卢
艳婷主张公司未按约定发放也

应提供加以证明，否则就只有
“承担不利后果”。

“工资面议”
等于最低待遇

【案例】
2019 年 3 月 1 日，林菲

菲见一家服装公司门口张贴着
“招工启事”，“工资面议”的
结果是月最低工资 1200 元，干
得好可加到 5800 元。林菲菲真
尽心尽力干了一个月，公司却
只给了其 1200 元。林菲菲以为
是不够刻苦所致，于是更加卖
力。但公司次月仍是给其 1200
元。林菲菲终于憋不住了，质
问公司到底怎么回事。哪知公
司回答，约定的就是 1200 元。
林 菲 菲 这 才 知 道 被 “ 工 资 面
议”忽悠了。

【提示】
“工资面议”往往是用人

单位故意给求职者的悬念和幻
想，以便引诱应聘者上钩，从
而达到“少花钱多办事”的目
的。鉴于“干得好可以加薪”
中的所指的“好”只是一个模
糊的概念，甚至在没有参照物
的情况下，根本就不是一个明
确的约定。这也提醒应聘者，
务 必 事 先 将 “ 好 ” 的 标 准 、

“可以加薪”的具体条件加以
明 确 ， 并 写 入 劳 动 合 同 。 当
然，如果月最低工资低于当地
最低工资标准，还可以要求用
人单位依该标准支付，并依照

《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五条之
规定请求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其
限期支付差额。如果用人单位
逾期仍不支付，还可要其按应
付金额 50-100%加付赔偿金。

颜东岳

“工资面议”？

当心用人单位给你下“套”

许多用人单位发布

的招聘信息中都有“工

资面议”的字样。表面

看来，似乎有待劳资双

方公平协商确定。孰不

知，这却是用人单位为

求职者下的“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