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
2022 年 8 月 31 日，徐某与公司签订

的劳动合同期限届满。公司不同意续订
劳动合同，并向徐某送达了终止劳动合
同通知书。该通知书载明了双方签订的
劳动合同的期限、终止日期、工作岗位、
工作年限等内容。在办理离职手续时，
徐某要求公司给他出具离职证明。公司
认为，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已经写明其
在职、离职情况，可以代替离职证明，没
必要另行开具离职证明。那么，公司的
这种说法对吗？

说法
《劳动合同法》第 50 条第 1 款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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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
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可见，用人单
位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应当向
劳动者出具离职证明，这是用人单位的
法定义务。其实，离职证明与解除或终止
劳动合同通知书是有诸多区别的，其中
主要区别之一是作用不同，离职证明是
证明原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经不存在劳

动关系的材料，是劳动者再就业时必须
提供的，否则，新用人单位就不会予以录
用；而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是用
人单位发给劳动者的，由劳动者个人保
留。所以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
替代不了离职证明。《劳动合同法》第 89
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未向劳
动者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
证明，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本
案中，鉴于该公司拒绝为徐某出具离职
证明，徐某可以向劳动监察机构投诉，也
可以通过申请劳动仲裁或起诉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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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拒开或乱开离职证明
劳动者怎么办？

离职证明不仅关系

到劳动者的工龄计算、

失业金的领取等，更关

系到劳动者的再就业权

益。给劳动者出具离职

证明是用人单位的法定

义务，然而实践中，一些

用人单位滥用管理者的

优势地位，拒绝、拖延、

不按法律要求出具离职

证明，甚至借机发泄对

劳动者的不满，人为给

劳动者再就业设置障

碍。劳动者遇到这种情

况时该怎么办呢？

核心
阅读

案例
小 吴 因 对 公 司 给 予 的 工 资 待 遇 不

满，与公司解除了劳动合同。公司在给
小吴出具的离职证明中写道：“……工作
能力一般，态度不端正，缺乏应有的诚信
和职业道德”等。

小吴认为，公司的这种不实评价会
给他今后再就业造成不利的影响，遂要
求公司重新出具离职证明。那么，用人
单位可以在离职证明中对劳动者作负面
评价吗？

说法
由于离职证明的作用仅在于证明双

方劳动关系终结，而非证明劳动关系因何
种原因而终结，所以《劳动合同法实施条
例》第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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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对
于劳动者的其他方面信息包括劳动者工
作能力、个人品行、离职原因等，都不用写
也不能写。实践中，有些用人单位在离职

证明时往往会夹带一些私货，甚至带有明
显对劳动者不利的信息或评价，诸如工作
能力不足、工作态度不端正、严重违纪、多
次考核结果不达标等，这实际上侵犯了劳
动者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权，无疑是在给
劳动者的再就业制造障碍。

本案中，公司在出具的离职证明中对
小吴的表现作出了不必要的评价，明显对
其再就业不利，对此，小吴可以投诉、申请
劳动仲裁或者起诉，由有关部门责令或者
判令该公司为小吴重新出具离职证明。

案例
小蒋在甲公司工作期间，就一直在

寻找更合适的东家，在拿到乙公司的《录
用通知书》后，就向甲公司提交了辞职
书。在办理完工作交接手续后，小蒋急
着拿离职证明到乙公司报到，可甲公司
让他等几天来取，谁知这是托词。小蒋
从离职到现在已经 3 个月了，都没有拿到
离职证明，这不仅导致他无法入职洽谈
好的乙公司，而且也没有其他单位敢录
用他。那么，小蒋能否要求甲公司赔偿
其工资损失呢？

说法
《劳动合同法》第 91 条规定：“用人单

位招用与其他用人单位尚未解除或者终止
劳动合同的劳动者，给其他用人单位造成
损失的，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用人单
位在招用新员工时，为了避免引火烧身，通
常都要求其提供离职证明，否则，不予办理
入职手续。如果用人单位在劳动关系终止
后迟迟不出具离职证明，无疑会损害劳动
者再就业等权益，使劳动者遭受经济损失。

《劳动合同法》第 89 条规定：“用人单
位违反本法规定未向劳动者出具解除或者

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由劳动行政部
门责令改正；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
担赔偿责任。”此规定具有惩戒用人单位恶
意行为和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双重目
的。本案中，甲公司故意拖延出具解除劳动
合同的证明，导致小蒋丧失了入职新单位
的机会，新工作“泡汤”，失去了其间的工资
收入，小蒋无疑可以要求甲公司承担损害
赔偿责任。至于赔偿数额，一般以小蒋从甲
公司离职前 12月平均工资为标准，并根据
甲公司拖延出具离职证明的持续时间酌定
计算期间。 潘家永

隐瞒疾病传染同事

单位能否要求赔偿损失？

律师信箱

编辑同志：
刘某被确诊患有某种严重传染性

疾病后，基于担心请病假会被公司扣工
资、奖金，因而既没有向公司报告也没
有告诉同事，隐瞒疾病继续上班，由此
导致多名同事被传染。公司为被传染
的员工支付了全部医疗费用。

请问：公司能否以与刘某的劳动
合同中已经约定“因刘某个人原因导
致公司损失必须赔偿”为由，向刘某索
要赔偿？

读者 侯琴

侯琴读者：
公司有权向刘某索要赔偿。
一方面，刘某必须承担侵权责任。

《民法典》第 1065 条、第 1079 条分别规
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
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侵
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
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
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
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
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
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
死亡赔偿金。”其中的过错是指明知自
己的行为会导致损害结果，却希望或者
放任该结果的发生，或者对损害结果的
发生应当预见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已
经预见但轻信可以避免。

与之对应，刘某明知自己患有某种
极易传染的疾病，却没有告诉公司、同
事，虽然并不希望同事被传染，却听之
任之，即由于存在过错而必须赔偿相应
费用。

另一方面，公司有权向刘某追偿。
姑且不论公司在刘某传染员工后，已出
资为员工治疗，没有义务为刘某“代人
受过”的公司因而取得了向刘某的追偿
权，仅从劳动合同角度上看，刘某同样
难辞其咎。因为《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
16 条规定：“因劳动者本人原因给用人
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用人单位可按照
劳动合同的约定要求其赔偿经济损失。
经济损失的赔偿，可从劳动者本人的工
资中扣除。但每月扣除的部分不得超过
劳动者当月工资的 20%。若扣除后的剩
余工资部分低于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
则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

刘某隐瞒疾病、传染同事属于其
“本人原因”，客观上也给公司造成了经
济损失。

律师 廖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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