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9月13日 ， 备受关注
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 关 于 实 施 渐 进 式 延 迟 法 定
退 休 年龄的决定 》 《国务院关
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
法》 正式发布 ， 渐进式延迟法
定 退 休 年 龄将于明年起施行 。
那么， 男、 女职工的法定退休
年龄是怎样调整的？ 弹性延迟
退 休 是 怎 么 规 定 的 ？ 基 本 养
老金最低缴费年限是否提高 ？
针 对 这 一系列疑问 ， 本文结合
具体案例， 对其中相关内容进行
解读。

基本案情
王先生是 1965年 12月出生

的， 现为某国有企业担任部门负
责人。按照现行政策，王先生将于
2025年12月年满60周岁时退休 。
现在，一家私营公司“预约”王先
生，让他退休后发挥余热，到该公
司担任副总经理职务。 获悉国家
出台延迟法定退休政策， 王先生
认为这对他的影响很大， 他到私
企就业和领取高薪的愿望将要落
空，因此显得有些沮丧。

刘女士系王先生的部下， 是
1976年11月出生的， 原法定退休
年龄为50周岁。 听说国家延 迟
女职工的退休年龄 ， 刘女士积
极支持和欢迎， 因为她可以多工
作一段时间， 多领一些工资， 退
休后养老金也会多一些 。 唯一
让刘女士担心的是， 延迟退休
后其养老金缴费年限是否会相应

地增加？
为此， 他们想知道相关政策

法规对其关心的下列问题是如何
规定的？

法律解析

【问题1】
法定退休年龄是如何调

整的， 具体是如何规定的？

评析
《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

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 第一条
规定： “从2025年1月1日起， 男
职工和原法定退休年龄为55周岁
的女职工， 法定退休年龄每4个
月延迟1个月， 分别逐步延迟至
63周岁和58周岁； 原法定退休年
龄为50周岁的女职工 ， 法定退
休年龄每 2个月延迟1个月 ， 逐
步延迟至55周岁 。” 由此可见 ，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不是一步到
位 ， 而是采取渐进式方式 ， 用
较小的幅度逐 步 调 整 的 ， 要
到 15年后 ， 男职工的法定退休
年 龄 才 为 63周 岁 ， 女 职 工 的
法定退休年龄才分别为55周岁、
58周岁。

本案中， 王先生是1965年12
月出生的， 按照上述规定， 其法
定退休年龄只延长了3个月， 到
2026年3月王先生即可退休 。 刘
女士原法定退休年龄为50周岁，
按照新的政策规定， 其法定退休
年龄则为51周岁。

【问题2】
职工想提前退休或者在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想再多
干几年， 可以吗？

评析
《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

定退休年龄的办法 》 第三条规
定： “职工达到最低缴费年限，
可以自愿选择弹性提前退休， 提
前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 且退休
年龄不得低于女职工50周岁、 55
周岁及男职工60周岁的原法定退
休年龄 。 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
龄 ， 所在单位与职工协商一致
的， 可以弹性延迟退休， 延迟时
间最长不超过3年。 国家另有规
定的， 从其规定。 实施中不得违
背职工意愿， 违法强制或者变相
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

由此可见 ， 此次改革不搞
“一刀切”， 而是实行自愿、 弹性
的退休原则， 将职工退休年龄由
原来的刚性固定值拓展为一个年
龄区间， 职工在达到法定退休年
龄且符合规定条件时， 可以选择
弹性提前或弹性延迟退休， 分别
可以提前或延后3年。 而且， 职
工选择提前退休的话， 完全实行
自愿； 如果选择向后延长退休年
龄的话， 则需要和用人单位协商
一致。

本案中， 延迟法定退休政策
对王先生的影响很小， 对他到私
营公司任职基本不产生影响。 按
照新规定， 王先生的法定退休年

龄为60岁3个月， 他既可以选择
到2026年3月办理退休手续 ， 也
可以申请提前到2025年12月、 60
周岁时退休， 但必须符合养老保
险缴费已满15年的条件。

刘女士的法定退休年龄为51
周岁， 即到2027年11月退休。 到
2027年11月时， 刘女士如果想继
续工作的话， 可以与公司协商延
迟退休时间， 但至多只可以延迟
至2030年11月。

【问题3】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后，

职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
低缴费年限是怎么调整的？

评析
《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

定退休年龄的办法 》 第二条规
定： “从2030年1月1日起，将职工
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
限由15年逐步提高至20年， 每年
提高6个月。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
龄但不满最低缴费年限的， 可以
按照规定通过延长缴费或者一次
性缴费的办法达到最低缴费年
限，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据此，
2025年1月1日至2029年12月31日
期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最低
缴费年限不调整， 仍为现在的15
年。从2030年1月1日起，按照每年
提高6个月的节奏调整，到2039年
提高至20年。

本案中， 如果刘女士选择多
工作3年 ， 到2030年11月退休 ，

并获得了公司的同意， 那么， 她
的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则为15
年+6个月。 虽然自2030年起养老
金最低缴费年限提高了， 但退休
人员养老金水平与缴费年限、 缴
费水平挂钩， 与退休年龄密切相
关 ， 也就是长缴多得 、 多缴多
得、 晚退多得。

【问题4】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

中， 对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
劳动者权益保障有什么支持
政策？

评析
《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

定退休年龄的办法 》 第六条规
定： “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
休年龄的劳动者， 应当保障劳动
者获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
安全卫生 、 工伤保障等基本权
益。”可见，对于超过法定退休年
龄的劳动者， 首次从法律层面对
保障其基本权益提出要求， 这填
补了现行劳动法律法规的空白。

值得用人单位注意的是， 从
2023年1月起， 用人单位就应当
为这一群体劳动者购买工伤保
险， 安排他们休带薪年休假。 也
就是说， 王先生退休后到某私营
公司工作时 ， 有权享受劳动报
酬、 休息休假、 劳动安全卫生、
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 该私营公
司应予保障。

潘家永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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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 夫妻本是同林鸟， 大难来时各自飞。 从法
律角度来说， 这句话是否成立？ 在现实生活中， 如果夫
妻一方病重， 另一方能否弃之不顾？ 近日， 某区法院审
结一起再婚夫妻之间的扶养纠纷案件， 并判决妻子在丈
夫病重期间应承担扶养义务， 为丈夫给付医疗费和扶养
费。

再婚丈夫患重病致残， 妻子以自己身体不好
为由搬离居所

2006年， 李先生与刘女士再婚。 婚前， 李先生有一
子一女， 刘女士有一子。 婚后， 两人没有生育子女。

2018年7月， 李先生突发脑梗死。 经住院治疗， 李先
生虽没有生命危险， 但后遗症严重。 因行动不便、 口齿
不清， 李先生被认定为肢体一级残疾， 无法独立生活 ，
需要长期康复治疗和照顾。 2021年12月， 刘女士与李先
生分居。 其中的原因， 用刘女士的话说是： “我自己身
体也不好， 现在没法照顾他了。”

由于李先生、 刘女士均没有固定工作， 他们的主要
收入来源为出租房屋得来的租金。 自李先生患病后， 租
金主要由刘女士向租户收取。

看到刘女士的所作所为， 李先生认为， 刘女士作为
妻子， 在他患重病期间既不照顾也不支付治病的费用 ，
属于没有尽到应尽的义务。 为此， 他将刘女士诉至法院，
要求刘女士履行夫妻之间的扶养义务， 为他负担50%的医
疗费35147元， 同时， 按月给付生活补助、 护理等扶养费
2000元。

对李先生的主张， 刘女士辩称， 李先生完全不能生
活自理后都是她一个人在照顾， 李先生的子女都没管过。
在两人分居之前， 李先生的医疗费主要使用收取的房租
支付， 而李先生收取房租后从没有给过她。 二人分居后，
她也没有给过李先生医疗费。

在法庭最后陈述环节， 刘女士补充道， 她已经在其
他法院起诉， 请求判决与李先生离婚了。

夫妻互负扶养义务， 一方不履行义务应给付
抚养费用

某区法院经审理认为， 夫妻之间有相互扶养的义务。
需要扶养的一方， 在另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 有需要
对方给付扶养费的权利。

本案中， 李先生属于肢体一级残疾且患脑梗死等多

种疾病， 刘女士作为妻子理应履行夫妻间的扶养义务 ，
关爱对方、 相互扶持， 在李先生没有足够经济来源的情
况下， 应该给予李先生一定的扶养费用。 自2021年12月
二人分居开始至法院立案之日期间产生的医疗费， 刘女
士应负担50%的费用。

庭审中， 刘女士明确表示无法照顾李先生， 理应支
付一定的扶养费。 考虑到李先生两名子女均已成年， 应
当承担赡养义务， 法院结合李先生的收入和生活就医所
需、 刘女士的收入及应承担的责任等因素， 酌情确定刘
女士应给付的扶养费数额。

最终， 法院判决刘女士给付李先生医疗费8500元 ，
并按月给付扶养费1500元。

刘女士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判决驳回
上诉， 维持原判。

【法官释法】
夫妻间的扶养义务不因夫妻分居而免除

《民法典》 第1059条规定， 夫妻之间有相互扶养的
义务。 需要扶养的一方， 在另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 ，
有需要其给付扶养费的权利。

夫妻关系包含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两方面内容。 夫
妻之间的扶养义务是一种典型的身份义务， 具有人身专
属性和平等性， 丈夫有扶养妻子的义务， 妻子也有扶养
丈夫的义务。 夫妻之间的扶养义务还有财产性特征， 可
以通过给付扶养金或者实物等方式履行。

夫妻之间的扶养义务是法定义务， 不因夫妻分居或
者子女承担赡养义务而免除。

夫妻因各种原因分居， 但在法律上婚姻关系并未解
除， 夫妻之间仍然互负扶养义务。 一方患病或者丧失独
立生活的能力， 配偶应当主动承担扶养义务。 如果拒不
履行扶养义务， 情节严重， 构成遗弃罪的， 应当承担刑
事责任。

子女赡养父母与夫妻之间的相互扶养是两个独立的
义务范畴。 成年子女应当赡养父母， 但不能因此免除夫
妻之间的扶养义务。

本案中， 李先生身患脑梗丧失自理能力， 且没有充
足的收入来源， 生活陷入困境。 刘女士作为李先生的配
偶， 掌握着房租这一家庭收入主要来源， 在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 应当承担起扶养义务。 瞿叶娟 房山区法院

夫妻分居，病重丈夫能否向妻子主张扶养费？
法院： 夫妻在分居期间仍有相互扶养义务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对你有哪些影响？
2024年9月13日 ， 备受关注

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 关 于 实 施 渐 进 式 延 迟 法 定
退 休 年龄的决定 》 《国务院关
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
法》 正式发布 ， 渐进式延迟法
定 退 休 年 龄将于明年起施行 。
那么， 男、 女职工的法定退休
年龄是怎样调整的？ 弹性延迟
退 休 是 怎 么 规 定 的 ？ 基 本 养
老金最低缴费年限是否提高 ？
针 对 这 一系列疑问 ， 本文结合
具体案例， 对其中相关内容进行
解读。

基本案情
王先生是 1965年 12月出生

的， 现为某国有企业担任部门负
责人。按照现行政策，王先生将于
2025年12月年满60周岁时退休 。
现在，一家私营公司“预约”王先
生，让他退休后发挥余热，到该公
司担任副总经理职务。 获悉国家
出台延迟法定退休政策， 王先生
认为这对他的影响很大， 他到私
企就业和领取高薪的愿望将要落
空，因此显得有些沮丧。

刘女士系王先生的部下， 是
1976年11月出生的， 原法定退休
年龄为50周岁。 听说国家延 迟
女职工的退休年龄 ， 刘女士积
极支持和欢迎， 因为她可以多工
作一段时间， 多领一些工资， 退
休后养老金也会多一些 。 唯一
让刘女士担心的是， 延迟退休
后其养老金缴费年限是否会相应

地增加？
为此， 他们想知道相关政策

法规对其关心的下列问题是如何
规定的？

法律解析

【问题1】
法定退休年龄是如何调

整的， 具体是如何规定的？

评析
《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

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 第一条
规定： “从2025年1月1日起， 男
职工和原法定退休年龄为55周岁
的女职工， 法定退休年龄每4个
月延迟1个月， 分别逐步延迟至
63周岁和58周岁； 原法定退休年
龄为50周岁的女职工 ， 法定退
休年龄每 2个月延迟1个月 ， 逐
步延迟至55周岁 。” 由此可见 ，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不是一步到
位 ， 而是采取渐进式方式 ， 用
较小的幅度逐 步 调 整 的 ， 要
到 15年后 ， 男职工的法定退休
年 龄 才 为 63周 岁 ， 女 职 工 的
法定退休年龄才分别为55周岁、
58周岁。

本案中， 王先生是1965年12
月出生的， 按照上述规定， 其法
定退休年龄只延长了3个月， 到
2026年3月王先生即可退休 。 刘
女士原法定退休年龄为50周岁，
按照新的政策规定， 其法定退休
年龄则为51周岁。

【问题2】
职工想提前退休或者在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想再多
干几年， 可以吗？

评析
《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

定退休年龄的办法 》 第三条规
定： “职工达到最低缴费年限，
可以自愿选择弹性提前退休， 提
前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 且退休
年龄不得低于女职工50周岁、 55
周岁及男职工60周岁的原法定退
休年龄 。 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
龄 ， 所在单位与职工协商一致
的， 可以弹性延迟退休， 延迟时
间最长不超过3年。 国家另有规
定的， 从其规定。 实施中不得违
背职工意愿， 违法强制或者变相
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

由此可见 ， 此次改革不搞
“一刀切”， 而是实行自愿、 弹性
的退休原则， 将职工退休年龄由
原来的刚性固定值拓展为一个年
龄区间， 职工在达到法定退休年
龄且符合规定条件时， 可以选择
弹性提前或弹性延迟退休， 分别
可以提前或延后3年。 而且， 职
工选择提前退休的话， 完全实行
自愿； 如果选择向后延长退休年
龄的话， 则需要和用人单位协商
一致。

本案中， 延迟法定退休政策
对王先生的影响很小， 对他到私
营公司任职基本不产生影响。 按
照新规定， 王先生的法定退休年

龄为60岁3个月， 他既可以选择
到2026年3月办理退休手续 ， 也
可以申请提前到2025年12月、 60
周岁时退休， 但必须符合养老保
险缴费已满15年的条件。

刘女士的法定退休年龄为51
周岁， 即到2027年11月退休。 到
2027年11月时， 刘女士如果想继
续工作的话， 可以与公司协商延
迟退休时间， 但至多只可以延迟
至2030年11月。

【问题3】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后，

职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
低缴费年限是怎么调整的？

评析
《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

定退休年龄的办法 》 第二条规
定： “从2030年1月1日起，将职工
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
限由15年逐步提高至20年， 每年
提高6个月。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
龄但不满最低缴费年限的， 可以
按照规定通过延长缴费或者一次
性缴费的办法达到最低缴费年
限，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据此，
2025年1月1日至2029年12月31日
期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最低
缴费年限不调整， 仍为现在的15
年。从2030年1月1日起，按照每年
提高6个月的节奏调整，到2039年
提高至20年。

本案中， 如果刘女士选择多
工作3年 ， 到2030年11月退休 ，

并获得了公司的同意， 那么， 她
的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则为15
年+6个月。 虽然自2030年起养老
金最低缴费年限提高了， 但退休
人员养老金水平与缴费年限、 缴
费水平挂钩， 与退休年龄密切相
关 ， 也就是长缴多得 、 多缴多
得、 晚退多得。

【问题4】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

中， 对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
劳动者权益保障有什么支持
政策？

评析
《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

定退休年龄的办法 》 第六条规
定： “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
休年龄的劳动者， 应当保障劳动
者获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
安全卫生 、 工伤保障等基本权
益。”可见，对于超过法定退休年
龄的劳动者， 首次从法律层面对
保障其基本权益提出要求， 这填
补了现行劳动法律法规的空白。

值得用人单位注意的是， 从
2023年1月起， 用人单位就应当
为这一群体劳动者购买工伤保
险， 安排他们休带薪年休假。 也
就是说， 王先生退休后到某私营
公司工作时 ， 有权享受劳动报
酬、 休息休假、 劳动安全卫生、
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 该私营公
司应予保障。

潘家永 律师

2024年9月13日 ， 备受关注
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 关 于 实 施 渐 进 式 延 迟 法 定
退 休 年龄的决定 》 《国务院关
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
法》 正式发布 ， 渐进式延迟法
定 退 休 年 龄将于明年起施行 。
那么， 男、 女职工的法定退休
年龄是怎样调整的？ 弹性延迟
退 休 是 怎 么 规 定 的 ？ 基 本 养
老金最低缴费年限是否提高 ？
针 对 这 一系列疑问 ， 本文结合
具体案例， 对其中相关内容进行
解读。

基本案情
王先生是 1965年 12月出生

的， 现为某国有企业担任部门负
责人。按照现行政策，王先生将于
2025年12月年满60周岁时退休 。
现在，一家私营公司“预约”王先
生，让他退休后发挥余热，到该公
司担任副总经理职务。 获悉国家
出台延迟法定退休政策， 王先生
认为这对他的影响很大， 他到私
企就业和领取高薪的愿望将要落
空，因此显得有些沮丧。

刘女士系王先生的部下， 是
1976年11月出生的， 原法定退休
年龄为50周岁。 听说国家延 迟
女职工的退休年龄 ， 刘女士积
极支持和欢迎， 因为她可以多工
作一段时间， 多领一些工资， 退
休后养老金也会多一些 。 唯一
让刘女士担心的是， 延迟退休
后其养老金缴费年限是否会相应

地增加？
为此， 他们想知道相关政策

法规对其关心的下列问题是如何
规定的？

法律解析

【问题1】
法定退休年龄是如何调

整的， 具体是如何规定的？

评析
《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

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 第一条
规定： “从2025年1月1日起， 男
职工和原法定退休年龄为55周岁
的女职工， 法定退休年龄每4个
月延迟1个月， 分别逐步延迟至
63周岁和58周岁； 原法定退休年
龄为50周岁的女职工 ， 法定退
休年龄每 2个月延迟1个月 ， 逐
步延迟至55周岁 。” 由此可见 ，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不是一步到
位 ， 而是采取渐进式方式 ， 用
较小的幅度逐 步 调 整 的 ， 要
到 15年后 ， 男职工的法定退休
年 龄 才 为 63周 岁 ， 女 职 工 的
法定退休年龄才分别为55周岁、
58周岁。

本案中， 王先生是1965年12
月出生的， 按照上述规定， 其法
定退休年龄只延长了3个月， 到
2026年3月王先生即可退休 。 刘
女士原法定退休年龄为50周岁，
按照新的政策规定， 其法定退休
年龄则为51周岁。

【问题2】
职工想提前退休或者在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想再多
干几年， 可以吗？

评析
《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

定退休年龄的办法 》 第三条规
定： “职工达到最低缴费年限，
可以自愿选择弹性提前退休， 提
前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 且退休
年龄不得低于女职工50周岁、 55
周岁及男职工60周岁的原法定退
休年龄 。 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
龄 ， 所在单位与职工协商一致
的， 可以弹性延迟退休， 延迟时
间最长不超过3年。 国家另有规
定的， 从其规定。 实施中不得违
背职工意愿， 违法强制或者变相
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

由此可见 ， 此次改革不搞
“一刀切”， 而是实行自愿、 弹性
的退休原则， 将职工退休年龄由
原来的刚性固定值拓展为一个年
龄区间， 职工在达到法定退休年
龄且符合规定条件时， 可以选择
弹性提前或弹性延迟退休， 分别
可以提前或延后3年。 而且， 职
工选择提前退休的话， 完全实行
自愿； 如果选择向后延长退休年
龄的话， 则需要和用人单位协商
一致。

本案中， 延迟法定退休政策
对王先生的影响很小， 对他到私
营公司任职基本不产生影响。 按
照新规定， 王先生的法定退休年

龄为60岁3个月， 他既可以选择
到2026年3月办理退休手续 ， 也
可以申请提前到2025年12月、 60
周岁时退休， 但必须符合养老保
险缴费已满15年的条件。

刘女士的法定退休年龄为51
周岁， 即到2027年11月退休。 到
2027年11月时， 刘女士如果想继
续工作的话， 可以与公司协商延
迟退休时间， 但至多只可以延迟
至2030年11月。

【问题3】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后，

职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
低缴费年限是怎么调整的？

评析
《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

定退休年龄的办法 》 第二条规
定： “从2030年1月1日起，将职工
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
限由15年逐步提高至20年， 每年
提高6个月。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
龄但不满最低缴费年限的， 可以
按照规定通过延长缴费或者一次
性缴费的办法达到最低缴费年
限，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据此，
2025年1月1日至2029年12月31日
期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最低
缴费年限不调整， 仍为现在的15
年。从2030年1月1日起，按照每年
提高6个月的节奏调整，到2039年
提高至20年。

本案中， 如果刘女士选择多
工作3年 ， 到2030年11月退休 ，

并获得了公司的同意， 那么， 她
的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则为15
年+6个月。 虽然自2030年起养老
金最低缴费年限提高了， 但退休
人员养老金水平与缴费年限、 缴
费水平挂钩， 与退休年龄密切相
关 ， 也就是长缴多得 、 多缴多
得、 晚退多得。

【问题4】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

中， 对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
劳动者权益保障有什么支持
政策？

评析
《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

定退休年龄的办法 》 第六条规
定： “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
休年龄的劳动者， 应当保障劳动
者获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
安全卫生 、 工伤保障等基本权
益。”可见，对于超过法定退休年
龄的劳动者， 首次从法律层面对
保障其基本权益提出要求， 这填
补了现行劳动法律法规的空白。

值得用人单位注意的是， 从
2023年1月起， 用人单位就应当
为这一群体劳动者购买工伤保
险， 安排他们休带薪年休假。 也
就是说， 王先生退休后到某私营
公司工作时 ， 有权享受劳动报
酬、 休息休假、 劳动安全卫生、
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 该私营公
司应予保障。

潘家永 律师

编辑同志：
小王是某学校一名高中生。一天清晨，小王骑电动

自行车上学，在一交叉路口被唐女士驾驶的轿车撞伤，
交警部门认定唐女士负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肇事车
辆投保了保险公司交强险和商业险， 事故发生时尚在
承保期内。 遭遇车祸后， 小王被迫办了休学和留级手
续，需要重新学习一年。

小王治疗结束后，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随后向保
险公司和唐女士索赔，索赔项目除包括医药费、伤残赔
偿金、精神抚慰金外，还包括一年休学损失费用，但是，
对方以休学损失不属于法定的财产损失项目为由拒绝
赔偿。

请问：小王有权要求对方赔偿休学损失吗？
读者：王林冰（化名）

王林冰读者：
小王有权要求对方赔偿其休学损失。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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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该规定可以看出，对于中小学生
因被侵权而产生的补课费、学费、生活消费支出等休学
损失，目前尚不在明确列举的赔偿项目范围。

但是，应当指出，上述规定是关于一般赔偿范围的
规定， 所列举的赔偿项目仅是几种比较典型的费用支
出，实践中并不限于这些赔偿项目。没有列举的项目不
等于不需要赔偿，不能因《民法典》未明确列举而无视
受害人的必要损失。 根据民法公平原则，“有损害才有
赔偿，无损害就无赔偿”，对人身损害的赔偿要坚持赔
偿与损害相一致的原则。

本案中，小王作为在校高中生，身份具有特殊性，
其因本起事故造成伤情休学一年，是无奈的选择，不仅
影响了学业，也延误其参加工作的时间，增加一年的生
活消费支出，该笔损失与本次交通事故具有直接、必然
的因果关系，依法属于财产损失的赔偿范围，保险公司
和唐女士应当予以填平，否则将显失公平。至于小王休
学损失的具体数额， 可以按其受伤时的上一年度城镇
常住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标准予以确定。

潘家永 律师

中学生因车祸休学，
能否索要休学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