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怀柔工商专栏

□本报记者 李婧

劳动者在年终奖发放时已离
职，是否失去享受年终奖资格呢？
北京市二中院的法官介绍， 因年
终奖等各类奖金发放引发的纠纷
呈逐年增长的趋势，临近年关，劳
动者离职后索要年终奖的案件也
逐渐成为热点。 为了给各位劳动
者答疑解惑， 记者就相关问题采
访了北京市二中院的法官。

案例：
物业经理因离职没得到

年终奖 起诉获支持

2015年6月10日 ， 36岁的苗
某入职某房地产公司， 双方签订
了期限为2015年6月12日至2016
年6月11日的劳动合同 。 苗某的
岗位为物业主任， 月工资为7250
元， 公司每月27日左右向她发放
当月工资。

2016年 3月 4日苗某申请离
职。 经房地产公司审批， 苗某于
2016年3月31日正式离职 。 2016
年3月25日， 房地产公司向苗某
发放了2016年3月的工资， 但是
没发放2015年度年终奖。

对此， 苗某很有意见， 她认
为年终奖也是薪酬的一部分， 不
能因为她 2016年离职就不发放
2015年的年终奖。 苗某因此将某
房地产公司起诉到法院， 要求法
院判令公司向她发放2015年度年
终奖29000元。

针对苗某的起诉， 公司认为
在2015年全年已经足额支付了苗
某的薪酬， 年终奖作为公司自行
制定的奖励措施， 属于用人单位
的自主权。 而且， 苗某在发放年
终奖之前申请离职， 不符合员工
手册关于年终奖发放条件的规
定 ； 另外苗某年终评定的级别
PL5， 按公司的规定没有年终奖。

对于公司称她被评为PL5级
一事， 苗某表示不认可。 为了证
明苗某的评级为 “PL5”， 公司出
具了一份英文的考核表， 没有提
交翻译件。 同时， 公司向法院提
交了一份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显
示 “年度花红： 主动离职： 员工
提出辞职日期 （离职通知日期）
在2016-3-27当天或之前的员工
均不可享受2015年度花红……对
于近期的离职人员， 请按照上述
原则确定该员工是否享有年度花
红和调薪， 并体现在离职结算和
薪资结算中。” 公司表示， 已经
就离职不给年终奖向员工做了说
明， 这也是公司的规章。

苗某说， 考核表可以通过电
脑直接制作， 不承认这是她的真
实考核评级。 她称， 自己离职前
其部门曾召开2015年度考评会 ，
会中， 她本人被评为B级， 部门
其他同事依次被评为C、 B、 B、
C级， 会议作了会议纪要， 在物
业经理处保管。 为了查明事实，
法院要求公司在法院指定期间内
核实上述人员是否为公司员工，
是否在职， 上述会议纪要是否存
在， 并提交苗某被评为PL5级的
依据、 苗某所在部门员工2015年
度评级结果及年终奖发放记录的
证据。 但被告公司最终未能按期
提交上述核实意见及证据。

根据以上情况， 一审法院判
决房地产公司支付苗某2015年度
年终奖15950元。被告房地产公司
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

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
年终奖属于劳动报酬

不能因离职而克扣

法官介绍， “工资” 是指用
人单位依据国家有关规定或劳动
合同的约定， 以货币形式直接支
付给本单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
一般包括计时工资、 计件工资、
奖金、 津贴和补贴、 延长工作时
间的工资报酬以及特殊情况下支
付的工资等。 年终奖是用人单位
根据全年经济效益和对员工全年
工作业绩的综合考核情况而发放
的一次性奖金， 属于合法劳动报
酬的范畴， 而不只是用人单位激
励员工、 留住人才的手段， 用人
单位不得无故拖欠或克扣。

本案中， 被告公司不支付苗
某年终奖的理由有二， 一是苗某
在发放年终奖之前申请离职， 不
符合员工手册关于年终奖发放条
件的规定； 一是苗某年终评级为
PL5级， 而该级没有年终奖。

对于第一点， 关于提前离职
即不能享受年终奖的规定， 法官
认为这应属无效条款。法官介绍，
在劳动关系中，劳动者提供劳动，
用人单位支付工资是各自的主要
义务。 被告公司的该项规定实际
是公司免除自身法定责任， 排除
员工权利的规定， 公司仍负有向
苗某支付年终奖的责任。

对于第二点， 关于苗某年终
评级不能享受年终奖的意见。 被
告公司虽称苗某年终评级为PL5
级不应享受年终奖， 但并未向法
院出示对定级的相关证据， 也未
向法院提交已将有关制度规定向
员工公示、 送达的证据， 仅凭一
张考核表英文本， 法院无法采信
被告公司的意见。

因被告公司未能向法院出示
苗某年终奖计算标准， 法院只能
依据苗某的陈述意见及被告公司
员工手册的相关规定核算原告苗
某年终奖数额。 因此， 法院对苗
某部分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调研：
半数年终奖纠纷因离职引发

法官介绍，根据调研，近三年
来， 北京市二中院共审结涉年终
奖纠纷案件179件，其中2015年审
结18件，2016年审结60件，2017年
审结101件，案件数量呈现逐年上
升趋势。上述纠纷案件中，离职时
间在春节前后的数量较多。其中，
劳动者离职后索要年终奖， 用人
单位往往主张劳动者在奖金发放
时离职，无权享受年终奖。此类案
件有95件，占案件总数的53.1%。

法官介绍， 目前我国法律对
年终奖并无强制性的统一规定，
易产生争议。 不少劳动者错误认
为用人单位必须发放年终奖， 去
年发了今年也应该发， 别人发多
少自己也应该发多少。 而部分用
人 单 位 则 认 为 年 终 发 放 奖 金
是 用 人单位的自主权 ， 应由单
位说了算。

而实际上， 除了双方在劳动
合同或薪酬确认单等文件中单独
约定的工资性奖金外， 用人单位
有权根据本单位的经营状况、 劳
动者的工作岗位及绩效表现等综

合因素， 自主确定年终奖等各类
奖金是否发放、 发放的条件及发
放标准。 在双方劳动合同或规章
制度有明确约定时， 应按照约定
或规章制度规定执行。

法官在审理过程中也发现此
类案件的审理存在很多难点。 首
先， 奖金名目繁多， 性质界定困
难。 依照国家统计局 《关于工资
总额组成的规定 》 第七条的规
定， 奖金是指支付给职工的超额
劳动报酬和增收节支的劳动报
酬， 包括生产奖、 节约奖、 劳动
竞赛奖， 机关、 事业单位的奖励
工资及其他奖金。 然而， 用人单
位设置了纷繁多样的奖金名称，
并区分不同的成就条件和享受人
群。 不同名目的奖金， 性质界定
不明，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陈述不
一， 争议较大， 导致对奖金性质
的认定存在一定困难。 第二， 争
议类型多样， 纠纷化解难度大 。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因奖金产生的
争议类型多样。 有的涉及奖金发
放条件是否成就， 有的涉及奖金
发放范围的界定， 还有的涉及奖
金发放制度的有效性。 既有实体
性争议， 比如奖金发放时已经离
职的劳动者是否发放， 新入职不
满一年的劳动者是否有资格享受
年终奖， 休产假或病事假超过用
人单位规定天数的是否可享受奖
金， 是否可以按比例发放等； 又
有程序性争议， 比如奖金方案的
设置是否经过民主程序， 是否征
求过工会或全体劳动者的意见
等。 争议涉及双方切身利益， 化
解难度较大。

法官表示， 在此类案件中 ，
由于大多数劳动者证据意识较
弱， 大多未能提供奖金发放的相
关证据。 不少劳动者仅能主张与
用人单位存在口头约定， 拿不出

任何证据； 有的劳动者只能拿出
电子邮件或微信聊天截图， 不能
充分证明其主张， 劳动者胜诉率
较低。

给劳动者的建议

为了保护劳动者权益， 法官
向劳动者提出三点建议：

（一） 尽可能将相关待遇约
定落实在纸面上。 劳动者在入职
时， 大多已与用人单位就工作岗
位、 薪酬待遇等事项达成一致。
为避免纠纷发生， 劳动者应尽可
能将上述有关薪酬标准、 奖金发
放等事项的口头约定写入书面劳
动合同。

（二 ） 注意留存相关证据 。
法官介绍， 在北京市二中院审理
的部分年终奖纠纷案件中， 由于
劳动者举证能力较弱， 掌握的证
据不足， 未能举证证明用人单位
存在年终奖发放的事实， 导致承
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因此，
劳动者应注意留存年终奖发放的
相关证据， 例如劳动合同、 奖惩
制度、 银行转账记录、 奖金发放
规定 、 录音录像等 。 出现问题
时， 与用人单位进行交涉， 避免
在诉讼中处于不利地位。

（三） 合理规划， 莫盲目跳
槽。 劳动者应对自己的职业发展
进行合理规划， 避免单纯因为年
终奖跟风离职、 意气离职。 在综
合考量自身职业规划、 企业成长
潜力、 行业发展走势等诸多因素
后， 再决定是否跳槽。 决定跳槽
后， 也应合理选择离职的时机，
注意用人单位奖金发放相关规章
制度的规定， 避免因盲目离职，
对自身合法权益产生不利影响。
同时， 亦应善始善终， 与用人单
位做好沟通及工作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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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婧）
首席风险师刘某2015年的
年终奖合计应为 96万余
元， 其中的29万余元递延
发放。 刘某因个人原因辞
职后， 这29万余元的年终
奖一直没有拿到手， 公司
认为因刘某辞职， 所以剩
余年终奖不予发放。 双方
因此产生纠纷。 近日， 北
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
此案作出二审判决， 要求
公司支付刘某2015年度年
终奖金的递延部分 29万
余元。

据介绍， 刘某于2008
年2月18日入职某期货公
司， 双方签订期限至2011
年7月 31日劳动合同书 ，
劳动合同书约定， 刘某税
前固定工资每月8402元 ，
试用期工资每月6721元 ，
并按公司规章制度调整。
在一定条件下， 期货公司
根据经营状况及刘某的工
作表现， 按照公司薪酬制
度的规定， 另行发放绩效
工资和年终奖金。 2011年
5月18日期货公司聘任刘
某为公司首席风险官， 确
定刘某的固定工资加绩效
为 28658元/月 。 2011年 8
月1日， 刘某与公司签订
无 固 定 期 限 劳 动 合 同 。
2015年刘某年终奖合计96
万余元 ， 已发放 66万余
元， 递延发放金额29万余
元尚未发放。

法院查明 ， 2016年8
月28日， 刘某因个人原因
主动辞职， 双方解除劳动
关系。 期货公司主张， 根
据公司的 《递延试行办
法》 相关规定， 因个人原
因主动辞职的， 尚未支付
的年度递延绩效薪酬经公
司批准将不予以发放。 刘
某因个人原因主动辞职，
其不符合规章制度规定
的领取递延绩效薪酬的
条件， 因此不同意发放。
刘某称没有见过 《递延试
行办法》。

法官介绍 ， 诉讼中 ，
期货公司未向法院出示充
分证据证明 《递延试行办
法》 经过民主程序制定且
刘某知晓。

法 院 经 审 理 认 为 ，
《递延试行办法》 对递延
奖金发放时间、 发放条件
做出了具体规定， 直接涉
及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的
权利， 但期货公司未就该
办法经过民主制定程序向
法院出示证据。 同时， 刘
某主张期货公司未向其公
示该办法， 其未见过该办
法， 而期货公司出示的证
据不能充分证明其已向刘
某公示。 另一方面， 用人
单位应在遵守法律法规的
基础上制定对于劳资双方
合理的规章制度， 不应侵
害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的
基本权利。 《递延试行办
法》 规定主动离职的人员
不发放上一年度递延部分
奖金 ， 侵害了刘某的权
利 ， 因此不应适用 。 最
终， 法院判决支持了刘某
要求支付2015年度年终奖
金的递延部分29万余元的
主张。

首席风险师离职后
索要29万年终奖

怀柔工商分局积极落实区
委、 区政府工作部署， 在怀柔区
创卫指挥部的领导下 ， 按照区
委、 区政府关于怀柔区创建国家
卫生区 （镇） 的决定及工作方案
要求， 确定目标， 细化指标， 夯
实责任， 全面打响了农贸市场创
建爱国卫生 （镇） 攻坚战。

为加强农贸市场创卫工作，
怀柔工商分局将农贸市场监管与
创建国家卫生区 （镇 ） 紧密结
合 ,积极指导农贸市场做好创卫
工作。 先后下发了 《怀柔工商分
局落实怀柔区创建国家卫生区
（镇） 工作方案的通知》、 《怀柔
工商分局关于农贸市场专项整治
工作实施方案》 和 《怀柔工商分
局关于开展查处和取缔无照经营
专项整治活动的通知》 等与国家
卫生区 （镇） 创建工作联系紧密
的文件14 份。 指导辖区工商所，
按分局农贸市场达标整改方案负
责督导落实。

同时， 怀柔分局广泛宣传，
营造氛围 。 农贸市场 创卫重点
在基础设施的完善和达标， 难点
在经营户难以形成统一的共识。
市场内多数经营户受经济利益驱
动 ， 对 创 建 国 家 卫 生 卫 生 区
（镇）， 环保城市， 认识肤浅， 存

在着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 和
“坐、 等、 看” 的思想。 面对存
在的困难和问题 ， 分局上下一
致， 统一思想， 变压力为动力，
扭住目标不放松， 共向经营户印
发宣传资料1100份， 举办各类培
训会 8 起 ， 办宣传专栏 38 期 ，
动员市场开办单位悬挂创卫宣传
横幅180条。

此外，怀柔分局疏堵结合，严
格执法。 结合农贸市场专项整顿
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 以实
施商品有形市场安全生产专项整
治为契机，把好市场准入关，商品
质量关， 打击扰乱市场经济秩序
的违法行为， 为创建国家卫生区
（镇）营造良好的环境 。 先后开展
了多次专项执法行动。 有序推进
经济户口清理工作， 清理市场内
虚户279户， 减少市场摊位数224
个。 市场内立案43件，罚没款6.9
万元。 怀柔分局 贺兵

怀柔工商助推国家卫生区（镇）创建工作

年年终终奖奖发发放放前前离离职职
员员工工有有权权利利索索要要吗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