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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全年月平均工作时间
和工资折算

2025年 1月 1日，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发布《关于职工全年月平均工作时
间和工资折算问题的通知》，公布了最
新的职工全年月平均制度工作时间和
工资折算办法。

《关于职工全年月平均工作时间和
工资折算问题的通知》指出，根据《国务
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
法〉的决定》（国务院令第795号）的规
定，全体公民的节日假期由原来的 11
天增设为 13天。据此，职工全年月平
均制度工作时间和工资折算办法分别
调整如下：

制度工作时间的计算
·年工作日：365 天-104 天（休息

日）-13天（法定节假日）＝248天
·季工作日：248天÷4季＝62天/季
·月工作日：248 天÷12 月＝20.67

天/月
·工作小时数的计算：以月、季、年

的工作日乘以每日的8小时。
日工资、小时工资的折算
按照劳动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法

定节假日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支付工资，
即折算日工资、小时工资时不剔除国家
规定的 13 天法定节假日。据此，日工
资、小时工资的折算为：

·日工资：月工资收入÷月计薪天
数

·小时工资：月工资收入÷（月计薪
天数×8小时）

·月计薪天数：（365 天-104 天）÷12
月＝21.75天

计算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
2025年 1月 1日，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国务院关于
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
决定》贯彻实施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确：

职工在法定节假日、带薪年休假期
间享受与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
入。

企业等单位依法安排职工在法定
节假日工作的，应当另外支付给职工不
低于劳动合同规定的其本人日或小时
工资标准的300%支付工资报酬。

企事业等单位确因工作需要且经
职工本人同意未安排职工休年休假或
者安排职工休假天数少于应休年休假
天数的，应当按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
依法支付工资报酬。

计算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的日工
资收入，企业等单位按职工本人月工资
除以月计薪天数（21.75 天）、事业单位
按职工本人全年工资收入除以全年计
薪天数（261天）进行折算。职工小时工
资收入按职工日工资收入除以8小时进
行折算。

来源：工人日报

中途离职=年终奖“泡汤”？
不一定，要看具体情况

节日假期增加
工资计算方式有变

按实际工作时间确定发放比例

如果离职员工所在公司通过员工手册或其
他规章制度规定“员工在年终奖发放前离职的，
不能享有年终奖”，那么是否意味着离职员工无
法领取年终奖？针对这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此
前发布的一个指导案例作出阐释：应当结合劳动
者离职原因、离职时间、工作表现和对单位的贡
献程度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考量。

指导案例中，房女士在某保险公司担任战略
部高级经理，2017年10月，该公司撤销战略部，
房女士的岗位被取消，随后双方就变更劳动合同
协商两个月未果。2017年12月29日，公司向房
女士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房女士不满，
经劳动仲裁后起诉要求恢复劳动关系，并要求支
付2017年度奖金。公司称《员工手册》规定若员
工在奖金发放前离职则不能享有年终奖。该公
司年终奖在次年3月发放。

上海市黄浦区法院审理后认为，房女士不符
合公司《员工手册》规定的奖金发放情形。房女

士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该公司调整组织架

构，双方未能就劳动合同变更达成一致，导致劳
动合同被解除。房女士工作至当年12月29日，
此后两天为双休日，已在该公司工作满一年。同
时，公司未能举证房女士2017年工作业绩、表现
不合规定，可以认定房女士为公司付出了一整年
的劳动且正常履行职责。最终，法院作出终审判
决，该公司应支付房女士 2017 年度年终奖
138600元。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表示，用人单位的规章
制度规定年终奖发放前离职的劳动者不能享有
年终奖，但劳动合同的解除非因劳动者单方过失
或主动辞职所导致，且劳动者已经完成年度工作
任务，用人单位不能证明劳动者的工作业绩及表
现不符合年终奖发放标准，年终奖发放前离职的
劳动者主张用人单位支付年终奖的，人民法院应
予支持。

规定“提前离职没有年终奖”有效吗

日前，宁夏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披露了一
起案件。2022年12月15日，某公司与杨某解除
劳动关系，随后双方约定一次性结清因解除劳动
合同关系产生的各项补偿、赔偿及其他相关一切
费用共计90600元。

2023年 5月 5日，杨某申请仲裁，要求公司
支付2022年度年终奖1.8万元。该公司《薪酬管
理制度》写明“发放前已离职者无年终奖领取资
格”，2023年 1月 19日，公司又印发《关于发放

2022年度绩效奖励的通知》，表明绩效奖励发放
范围为截至奖金发放日公司所属单位在岗员工，
标准为人均9000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杨某不符合公司规定中发
放年终绩效奖的条件，且双方为协商一致解除劳
动关系，其发放年终奖时不在职并非公司违法解
除导致。

最终，杨某年终奖的诉讼请求因无事实和法
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奖金发放应遵循公平合理原则

成都大学法学院教授、四川省诉讼法学研究
会理事张居盛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房女士与杨
某的案例核心区别有两个，一是劳动合同解除方
式不同，二是对年终奖发放是否有约定，导致了
不同的判决结果。

陈伟也表示，关于“提前离职不享有年终奖”
的规定是否有效，不能一概而论，需要结合年终
奖性质、年终奖发放依据、劳动者离职原因等因

素进行综合考量。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并未强制规定年终奖

应如何发放，这需要用人单位根据经营状况、
员工业绩表现等，自主确定奖金发放与否、发
放条件及发放标准，制定更加明确的年终奖发
放规则，这样才能平衡劳资利益，构建和谐劳
动关系。”张居盛认为，制定年终奖的发放规则
应遵循公平合理原则，根据员工的考核结果、
业绩表现、工作年限等计算年终奖金额，不能
以是否仍在岗作为唯一的决定性标准。同时，
制定流程也应符合企业内部规章制度制定程
序，并向职工公开。

张居盛还建议，劳动者中途离职签订各种协
议时，应该认真约定协议内容，明确自己的各种
权利义务。“若劳动者因提前离职年终奖权益受
到侵害，首先，应注意收集和保留证据，包括原来
的劳动合同、工作时间、工作贡献、考核结果、年
终奖发放情况等。其次，可以通过与单位协商，
有理有据地提出合理诉求，或向劳动监察部门投

诉、申请劳动仲裁等方式维权。”张居盛说。
来源：工人日报

都是中途离职，为何判决不同？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合伙人陈伟律师表
示，用人单位发放年终奖，不得违反劳动法律、法
规。如果劳动合同或者公司规章制度里有确定
的年终奖数额，那么只要同样付出了劳动，离职
员工应该得到相应的年终奖。如果公司规章制
度和劳动合同未对年终奖进行明确规定，按照同
工同酬的原则，也应按照离职员工本年度实际工
作时间的比例发放年终奖。

此前，新疆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审
理了一起涉年终奖争议案。因公司无故降低工
资，2020年 11月，成先生离职，随后申请仲裁，

要求原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支付
当年奖金6万元。公司不服仲裁，诉至法院，公
司认为，成先生没有坚持满一个工作年度，未经
考核，不符合发放奖金的标准。

法院审理后认为，如果劳动者年终奖对应的
考核年度工作不满一年，单位应当按照劳动者实
际工作时间占全年工作时间的比例确定发放年
终奖的比例。本案中，该公司并没有公示绩效管
理实施细则的内容，应当支付成先生2020年度
奖金，且金额应按照成先生实际工作时间为准。
最终，成先生拿回离职当年年终奖5.5万元。

随着全体公民的节日假期由原来
的 11 天增设为 13 天，职工全年月平均
制度工作时间以及工资折算办法、未休
年休假工资报酬计算方式也随之调整，
涉及广大职工群众。

视觉中国供图

在年终奖发放前，已

离职的劳动者可否获得年

终奖？记者发现，根据具

体案情不同，法院结合离

职原因、离职时间等因素

综合考量，作出的判决结

果也不同。

“现在离职不影响我

2024 年 度 年终奖发放

吧？”2024年 11月 13日，

在湖北武汉某电子元件公

司做会计的叶女士因身体

原因向公司申请离职并询

问人事部门这一问题，收

到对方的回复：“发年终奖

前不在职的员工不享受年

终奖。”

“我最终是 2024 年

12月 24日正式离职的。”

叶女士说，按照惯例，公司

年终奖一般于次年1月中

旬发放，“踏踏实实干了将

近一年活儿，只因在发年

终奖前离职，年终奖就不

给了吗？”叶女士觉得委屈

又困惑，决定和公司进一

步交涉。

在年终奖发放前，已

离职的劳动者可否获得年

终奖？记者采访发现，和

叶女士有相似困惑的劳动

者并不鲜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