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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韩 芳 本报见习记者 潘泓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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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中，女性以细腻、坚韧的独特魅力绽放出绚丽的风采。然而，“孕期”“产期”“哺乳期”常成

为她们求职和发展的一道坎。近年来，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深入推进，女职工劳动权益保护相关法

律法规不断完善。但仍有个别用人单位通过变相限制生育自由、克扣生育待遇、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等方式侵害女职工合法权益，并由此引发相关劳动争议。近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聚焦女职工

劳动权益保护领域突出问题，梳理涉女职工“三期”劳动权益保护典型案例，为维护女职工平等就业

权、生育权及相关劳动权益，构建女性友好型职场环境，推动完善社会支持体系提供了法治支撑。

未告知已怀孕事实 不能以此为由解聘未告知已怀孕事实 不能以此为由解聘
女职工王某与某公司签订劳动合

同书，约定王某任某公司人事主管岗
位一职，劳动合同期限三年。合同约
定，劳动者有未如实告知体检结果的
欺瞒、隐瞒行为，公司可以解除劳动
合同，且不支付任何赔偿。

此后，某公司发现王某隐瞒了其
入职时已怀孕的事实，便以王某怀孕
未 如 实 告 知 公 司 、 不 能 胜 任 工 作 为
由，解除了与王某的劳动合同。

王某称，其确实于入职之前刚刚
经 B 超检查显示为早孕状态，但她认
为 自 己 并 无 义 务 将 此 情 形 告 知 某 公
司，某公司以其隐瞒怀孕事实作为试
用期间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事由与其解

除劳动合同，是违法解除。且其在职
期间并不存在工作失误或不胜任工作
的情况。

后王某向某公司所在地劳动争议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某公
司与其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违法，并
要求某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劳动
争议仲裁委员会审理后，裁决某公司
与王某应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某公司
不服仲裁裁决，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审理后认为，劳动者除要求
享 受 孕 期 待 遇 或 避 免 职 业 危 害 因 素
外，并无义务第一时间告知用人单位
其怀孕事实，故某公司以王某在试用
期间未告知怀孕情况，存在欺瞒情形

为由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欠妥；双方
并未约定具体考核标准及内容，且某
公司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以证明王
某存在不胜任工作的行为，故某公司
以王某隐藏怀孕事实，认定王某试用
期不符合录用条件、不能胜任工作为
由解除双方劳动合同的行为构成违法
解除，应承担不利后果。

最终，法院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八条“用人单
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
同 ， 劳 动 者 要 求 继 续 履 行 劳 动 合 同
的 ， 用 人 单 位 应 当 继 续 履 行 ” 之 规
定，判决某公司应与王某继续履行劳
动合同。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妇 女 权 益 保 障
法》 第四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在招
录 （聘） 过 程 中 ， 除 国 家 另 有 规 定
外 ， 不 得 实 施 下 列 行 为 ： …… （二）
除个人基本信息外，进一步询问或者
调 查 女 性 求 职 者 的 婚 育 情 况 ……

（四） 将 限 制 结 婚 、 生 育 或 者 婚 姻 、
生育状况作为录 （聘） 用条件……第
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在录

（聘） 用 女 职 工 时 ， 应 当 依 法 与 其 签
订劳动 （聘 用） 合 同 或 者 服 务 协 议 ，
劳 动 （聘 用） 合 同 或 者 服 务 协 议 中
应 当 具 备 女 职 工 特 殊 保 护 条 款 ， 并
不 得 规 定 限 制 女 职 工 结 婚 、 生 育 等
内 容 。 本 案 中 ， 某 公 司 以 王 某 未 第

一 时 间 告 知 怀 孕 为 由 ， 认 为 王 某 有
劳 动 合 同 中 约 定 的 隐 瞒 行 为 ， 进 而
将 其 作 为 解 除 劳 动 合 同 的 依 据 ， 实
为 变 相 限 制 了 王 某 生 育 权 ， 该 合 同
约 定 违 反 了 法 律 强 制 性 规 定 ， 侵 犯
了 王 某 的 生 育 权 和 平 等 就 业 权 ， 该
解 除 行 为 属 于 违 法 解 除 。 劳 动 者 要
求 继 续 履 行 劳 动 合 同 的 ， 人 民 法 院
依法应予以支持。

生育津贴低于标准 差额部分应予补足生育津贴低于标准 差额部分应予补足
张某与某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

签订期限至 2025 年 3 月 30 日的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张某担任运营主管，月
平均工资为 10000 元。

入职两年后，张某怀孕并于 2023
年 4 月 1 日分娩。北京市申领生育津贴
待遇核准表显示，张某生育类别为正
常产，产假总天数 128 天，分娩时所
在单位上年度月平均缴费基数为 5000
元，生育津贴金额为 21333.33 元。

张 某 认 为 其 生 育 津 贴 低 于 其 分
娩 前 的 工 资 标 准 ， 某 公 司 应 支 付 其

产 假 期 间 的 工 资 差 额 。 某 公 司 对 此
不 予 认 可 ， 认 为 已 为 张 某 缴 纳 了 生
育 保 险 ， 只 需 依 照 生 育 津 贴 待 遇 核
准 表 向 张 某 支 付 生 育 津 贴 待 遇 即
可 ， 不 存 在 产 假 工 资 差 额 。 后 张 某
向 劳 动 争 议 仲 裁 委 员 会 申 请 仲 裁 ，
劳 动 争 议 仲 裁 委 员 会 支 持 了 张 某 的
部 分 请 求 。 张 某 和 某 公 司 均 不 服 仲
裁裁决，诉至法院 。

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 《北京市
人 口 与 计 划 生 育 条 例》， 张 某 享 有 延
长产假 60 天，张某的产假期间为 2023

年 4 月 1 日至 2023 年 9 月 5 日，共 158
天。根据 《北京市企业职工生育保险
规定》 第十五条规定，生育津贴为女
职工产假期间的工资，生育津贴低于
本人工资标准的，差额部分由企业补
足。张某分娩前月平均工资显著高于
其生育津贴计算基数。某公司应当支
付 张 某 生 育 津 贴 待 遇 核 准 表 显 示 的
128 天 产 假 天 数 的 工 资 差 额 20505.75
元。剩余 30 天奖励假，某公司除应先
行垫付该期间生育津贴 5000 元外，还
应支付产假工资差额 5114.94 元。

女 职 工 生 育 休 假 时 间 主 要 由
《女 职 工 劳 动 保 护 特 别 规 定》 第 七 条
规 定 的 98 天 产 假 以 及 各 地 在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人 口 与 计 划 生 育 法》 第

二 十 五 条 授 权 下 规 定 的 延 长 生 育 假 两
部 分 构 成 。 其 中 ， 延 长 生 育 假 的 立
法 ， 意 在 通 过 提 供 额 外 的 休 息 时 间 ，
来 保 障 女 职 工 产 后 身 体 机 能 恢 复 及 对
婴 儿 的 照 顾 ， 是 对 女 职 工 权 益 的 进 一
步 保 障 ， 也 是 国 家 鼓 励 生 育 支 持 政 策
的 体 现 ， 用 人 单 位 应 当 全 面 执 行 ， 不
得 随 意 剥 夺 女 职 工 享 受 延 长 生 育 假 的
权利 。

本 案 中 ，北 京 地 区 实 行 98 天 产 假
及 60 天 奖 励 假 制 度 ，故 生 育 津 贴 中 低
于 上 述 天 数 的 金 额 ，依 法 由 用 人 单 位
先 行 垫 付 。此 外 ，《女 职 工 劳 动 保 护 特
别 规 定》第 八 条 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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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育 津 贴 并 非
按 照 职 工 的 个 人 工 资 标 准 发 放 ，已
缴 纳 生 育 保 险 的 女 职 工 领 取 的 生 育 津
贴 的 金 额 与 个 人 工 资 之 间 可 能 存 在 差
异 。对 于 生 育 津 贴 低 于 个 人 工 资 标 准
的 ，如 北 京 地 区 的 女 职 工 ，可 以 根 据

《北 京 市 企 业 职
工 生 育 保 险 规
定》第 十 五 条 规
定 ，差 额 部 分 应
由 企 业 补 足 。其
中 ，工 资 的 计 算
应 当 包 含 基 本
工 资 、奖 金 及 津
贴等各项收入 。

图为丰台区法院法官张刚燕正在审理一起涉女职工权益保护案件。 谢家文 摄图为丰台区法院法官张刚燕正在审理一起涉女职工权益保护案件。 谢家文 摄

哺乳期被解除合同 公司应支付赔偿金
李 某 于 2021 年 5 月 6 日 入 职 某 公

司，从事设计工作。双方签订的劳动合
同书显示工作期限自 2021 年 5 月 6 日至
2024 年 6 月 6 日。2022 年 6 月 13 日，李
某通过微信告知经理其已怀孕，早孕反
应强烈，需要请假在家办公。

2023 年 12 月 13 日，某公司向李某
发送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书。该通知书载
明：李某产假后，因自身能力问题，无
法完成某公司交代给其的工作任务，因
此某公司只能向外采购设计外包服务。
后某公司给予充分时间让李某学习适
应，但李某仍不能胜任工作，目前基本
处于无工作可做的状态。鉴于以上原
因，即日起，双方终止劳动合同。

李某对该通知书不予认可。她认

为，某公司在哺乳期内加大工作难
度，提高工作质效考核标准，意图迫
使其离职。后李某向劳动争议仲裁委
员会提起仲裁，请求确认某公司的解
除行为违法并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赔偿金。仲裁裁决支持了李某的仲
裁请求。某公司不服仲裁裁决，向法
院提起诉讼。

法院经审理查明，某公司作出上
述解除通知时，李某正处于哺乳期。
此外，李某还在庭审中向法院提交了
原工作内容和哺乳期工作内容的对
比、工作成果截图等，证明其已完成
各项工作任务。

法院审理后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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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中华人民共
和 国 劳 动 合 同 法》 第 四 十 二 条 规
定，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
的，用人单位不得依据劳动者不能
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
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为由，解除
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李某的哺乳
期截至 2023 年 12 月 28 日，某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3 日向李某发送劳动合
同解除通知书，明显违法，李某提
交 了 其 哺 乳 期 间 的 工 作 成 果 截 图 ，
某公司亦认可其真实性，同时，某
公司未就李某不能胜任工作进行充
分举证，故判决某公司应当支付李
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

女职工不仅是劳动者，也肩负着繁
育、哺育下一代的重任。母乳喂养对于促
进婴幼儿生长发育、降低母婴患病风险、
改善母婴健康状况具有重要意义。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等十五部门联合印发
《母乳喂养促进行动计划（2021—2025
年）》，要求力争到 2025 年，推动形成
政府主导、部门协作、全社会参与的母
乳喂养促进工作机制，强化母乳喂养
全社会支持体系，进一步提升母乳喂
养水平。但是仍有个别用人单位通过

违法剥夺女职工哺乳假或降低其哺乳
期工资收入，甚至恶意解除劳动合同
等方式，侵害哺乳期女职工的合法权
益。本案中，某公司以女职工哺乳期不
能胜任工作为由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
合同，违反了法律规定，法院对上述行
为予以否定性评价。

为职场女性撑起法律“保护伞”
在职场中，女性常常面临着

多 重 挑 战 ， 尤 其 是 在 “ 孕 期 ”
“产期”和“哺乳期”这些特殊
时期，需要法律为她们提供坚实
的保障。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审理的相关案例，充分体现了对
女性特殊时期的关怀与保护。

首先，法律规定用人单位不
得限制女职工的生育自由。用人
单位不得以隐瞒怀孕事实作为解
除劳动关系的理由。这从根本上
保障了女性的生育权和平等就业
权，减少了企业对怀孕女职工的
不公平待遇。案例中，某公司以
王某隐瞒怀孕事实为由解除劳动
合同，法院依法判决某公司解除
劳动合同行为违法，维护了王某

的合法权益。
其次，女职工产后不仅享有

生育奖励假和生育津贴，且生育
津贴低于本人工资标准的差额部
分应由企业补足。关于生育津贴
的规定确保了女职工在产假期间
能够获得足够的经济保障，不会
因 生 育 而 陷 入 经 济 困 境 。 案 例
中，张某的生育津贴低于其分娩
前的工资标准，法院依法判决某
公司补足差额，体现了法律对女
职工产期权益的充分保障。

再 者 ， 对 于 哺 乳 期 的 女 性 ，
法律同样给予了严格保护。用人
单位不得因女职工处于哺乳期而
降低其工资、予以辞退或解除劳
动合同。相关规定保障了哺乳期

女职工工作环境的稳定，维护了
她们的合法权益。案例中，李某
在哺乳期内被公司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法院最终判决某公司支付
赔偿金，彰显了法律对哺乳期女
职工的特殊保护。

从上述案例中可以看出，因
为 有 了 法 律 这 把 坚 实 的 “ 保 护
伞 ”， 职 场 女 性 在 “ 孕 期 ”“ 产
期 ”“ 哺 乳 期 ” 这 些 特 殊 时 期 ，
能够安心工作、享受生活。这不
仅是对女性劳动者权益的尊重与
保 障 ， 更 是 社 会 文 明 进 步 的 体
现。希望用人单位都能够自觉遵
守女性“三期”劳动权益保障的
相关法律法规，共同营造一个公
平、公正、和谐的职场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