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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年终奖属于劳动报
酬的一种。用人单位对发
放年终奖即使有一定自主
权，但绝不意味着可以随
意行事，甚至“区别对
待”。下面的案例告诉我
们，年终奖并非用人单位
恩赐，发放必须遵守相关
法律、法规，至少应防止五
个误区。

注意有关年终奖的五个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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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区一：年终奖只给付
在册职工，是企业自主权？

［案例］ 范思奇于2012年9月
26日入职某化工精密公司，期间签订
三次劳动合同。其中2018年9月28
日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2019年11月30日，公司因范思奇严
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解除其
劳动合同并予以通告。范思奇2020
年2月要求公司给付2019年11个月
的年终奖。公司回答：公司工会委员
会经研讨和审议，于2020年1月8日
通过了《2019 年度奖金发放办法
(案)》，规定奖金发放对象为：奖金发
放日(2020年1月25日)在籍的本公司
正式员工。该办法经过了法定的民
主程序，其自主确定的奖金分配方案
并不违法，因此范思奇不能获得年终
奖。这个做法对吗？有法律依据吗？

［评析］公司的做法因与法律规
定相悖，不具有法律效力。根据国家
统计局1990年1月实施的《关于工资
总额组成的规定》第四条、第七条规
定，奖金属于工资总额组成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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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
定〉若干具体范围的解释》第二条规
定：“生产业务奖包括……年终奖劳动
分红等。据此可见，年终奖是奖金的
一种，都是工资的一部分，属于劳动报
酬的范围。既然年终奖属于劳动报酬
的一部分，根据同工同酬的公平原则，
即便范思奇因违反公司制度被解除劳
动合同，但其毕竟在2019年的一年时
间里与其他员工一样提供了正常劳
动，应当得到同样的、包括年终奖在内
的劳动报酬。

误区二：约定年底前离
职无年终奖，当然有效？

［案例］ 张立德2017年1月初
入职某商贸集团公司，双方签订了两
年期《劳动合同》，同时签订的《考核
细则》规定，不管因何种原因公司发
放年终奖时，以在岗、在册为基本条
件，年底前离开公司者者不享受年终
奖。2019年1月初，合同到期时，张
立德表示不在再续签合同。双方结
算时，张立德提出应给付2018年度

年终奖。公司回答：双方签订的《考
核细则》有明确规定，且你已签字认
可，不能享受年终奖。

［评析］《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
条(二)项规定：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
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合同无效
或者部分无效。公司《考核细则》关于

“年底前离开公司人员不得享受年终
奖”之规定，显然属于用人单位免除自
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情形，
且该条款也与劳动法中用人单位不得
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的规
定相冲突，限制了劳动者合法取得劳
动报酬的权利，与《劳动法》、《劳动合
同法》的法律精神是相悖的，属无效条
款。因此，劳动者无论何种原因在年
终奖发放前离职，用人单位均应支付。

误区三：“裸辞”与年终
奖不可兼得？

［案例］ 马楠楠2018年5月与
公司签订3年期劳动合同。马楠楠
2019年10月6日收到某石化公司的
录用通知，要求11月26日之前报到，
于是她向所在公司递交书面辞职
书。公司提出：凡主动离职的，取消
年终奖。为确保按时到新单位上班，
马楠楠只好选择“裸辞”。提前离职
与年终奖不可兼得吗？

［评析］如果该公司制度或与马
楠楠所签订的劳动合同没有特别规
定，那么即使马楠楠主动“裸辞”，按照
同工同酬的原则，马楠楠与其他员工
一样，应当得到1至10月份的奖金。
其法律依据是：《劳动法》第四十六条

“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实
行同工同酬。”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
总额组成的规定》第三条、四条、七
条规定：工资总额是指各单位在一
定时期内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全部职
工的劳动报酬总额，包括奖金；奖金
包括生产奖；生产奖包括年终奖（劳
动分红）等。可见，年终奖也是工资
的组成部分，用人单位发放年终奖，不
得违反劳动法律法规。即使劳动合同
或公司规章制度里有确定的年终奖数
额，只要同样付出了劳动，离职劳动者
应得到相应的年终奖。如果公司规章
制度和劳动合同没对年终奖进行明确
规定，按照同工同酬原则，也应支付年
终奖。

误区四：不退年终奖，
不得辞职？

［案例］ 胡小姐是一家企业技
术员，2018年11月初动了辞职的念
头，考虑到年底要发年终奖，决定领
取年终奖再辞职。2019年2月，胡小
姐领取8800元年终奖之后递交了辞
职书。经理提出：要走人得退回年终
奖。该说法有法律依据吗？

［评析］年终奖是用人单位在一
年结束时，根据其生产经营的效益、为
鼓励员工的积极性而设置的一项奖励
政策，年终奖主要体现的是对员工一
年工作的奖励、肯定与奖赏，同时也有
对下年度工作激励作用。但无论如
何，奖金与员工辞职是两个不同概念，
无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所签订的合同
是否到期，辞职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
用人单位以退回奖金相要挟，不同意
员工辞职是违法的。《劳动合同法》第
三十七条规定：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
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
动合同。因此，胡小姐只要提前一个
月通知所在单位即可辞职。

误区五：制度规定，可
以分期兑现年终奖？

［案例］ 刘洪恩所在的某软件
公司的《员工手册》规定：员工当年的
年终奖分3期兑现，若员工离职，未兑
现完的年终奖将不再兑现。刘洪恩
于2019年12月初辞职后，结算完工
资不久，公司以《员工手册》有明确规
定拒绝了刘洪恩领取年终奖的要求。

［评析］《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
＜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53条规
定：劳动法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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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该公司有权以《员
工手册》形式规定分期兑现年终奖，但
对离职员工不再兑现年终奖的规定因
与法律规定相悖而无效。年终奖属于
劳动者工资的一部分，当劳动者离职
时，用人单位应一次性与劳动者结算
清，不得拖欠，更不能以公司规定拒绝
给付包括年终奖在内的工资。杨学友

编辑同志：
我 丈 夫 婚 前 有 一 套 个 人 房

屋。与我结婚后，丈夫主动与我
签订书面协议，约定双方共有该
房，并到房地产登记机关办理了
产权变更登记，即加上我为房屋
共有人。五年后，我与丈夫因感
情确已破裂而准备离婚，但丈夫
却不愿将上述房屋作为夫妻共同
财产进行分割，理由是尽管已经
加上了我的名字，但并不能改变
该房原本属其个人所有、我既未
出钱也未出力的事实。请问：我
丈夫这个的理由成立吗？读者
张凤琳
张凤琳读者：

你丈夫的的理由不能成立。
一方面，法律允许个人财产

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虽然 《民
法 典》 第 一 千 零 六 十 三 条 第
（一） 项 规 定 “ 一 方 的 婚 前 财
产”，为夫妻一方的财产。但该法
第一千零六十五条同样指出：“夫
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
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
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
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
面形式。”正因为你与丈夫婚后，
已经通过书面协议的方式，在彼
此自愿的基础上，将丈夫个人所
有的房屋变更为夫妻共有，意味
着明显与之吻合。更何况 《民法
典》 第二百一十四条也明确规
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
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
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
时发生效力。”即在办理加名登记
之后，你便已经成为法律认可
的、房屋当然的共有人之一。另
一方面，你丈夫对你的房产赠与
不得撤销。赠与合同是指赠与人
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
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你
丈夫婚后主动与你签订书面协
议，约定双方共有该房，你对此
愿意接受，甚至办理了产权变更
登记，明显已经具备赠与合同的
法律特征，你丈夫自然必须受到
约束。而根据 《民法典》 六百五
十八条、第六百六十三条之规
定，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的情
形，仅限于以下四种：赠与人在
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撤销赠
与；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
的近亲属；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
而不履行；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
的义务。即本案并不在其列。

颜东岳

房产加名后，

个人财产已转化为

夫妻共同财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