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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乔法官说法

★案情简介
金某于 2012 年 12 月 1 日入职

上海某服装公司 ， 担任程序员职
务。 公司与金某之间签署了期限为
2012 年 12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0 日的劳动合同 。 2015 年 10 月
31 日， 金某被诊断为尿毒症， 此
后一直在医院接受治疗。 金某按照
公司请病假的流程， 向公司递交病
假单等相关材料。

2016 年 6 月 15 日， 金某被劳
动能力鉴定机构鉴定为完全丧失劳

动能力。 金某将该鉴定结论书递交
公司。 公司人事经集体研究后决定
将金某的医疗期延长至 24 个月。

2018 年 1 月 3 日 ， 公司通知
金某劳动合同于 2015 年 12 月 30
日合同期满后， 法定顺延的 24 个
月医疗期也到期。 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30 日终止双方之间的劳动合
同 ， 并为金某开具了终止日期为
2017 年 12 月 30 日的退工证明 。
公司按照金某的工作年限向其支付

终止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
金某对公司给予其 24 个月的

医疗期表示感谢。 同时， 金某提出
根据法律规定公司还应向其支付 6
个月工资的医疗补助费和 3 个月工
资的重病医疗补助费。 公司则认为
双方劳动合同是终止的而不是解除

的， 公司无需向金某支付医疗补助
费。

★裁判结果
本案经过仲裁、 法院一审及二

审的审理， 最终判决公司应向金某
支付 6 个月的医疗补助费和 3 个月
工资重病医疗补助费。

★律师点评
上海七方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华

平律师： 本案主要涉及劳动者患病
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如何计算， 以
及用人单位终止劳动者劳动合同是

否需要支付医疗补助费的问题。
一、 劳动者患病被鉴定为完全

丧失劳动能力但不符合退休、 退职
条件的， 应延长医疗期。

医疗期是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

工负伤停止工作治病休息， 而用人
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的期限。 医
疗期是根据劳动者在本用人单位的

连续工作年限来计算的。
关于劳动者医疗期的计算， 原

劳动部 《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
伤医疗期规定》 （劳部发 〔1994〕
479 号） 有明确规定， 上海市人民

政府 《关于本市劳动者在履行劳动
合同期间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的医

疗 期 标 准 的 规 定 》 （ 沪 府 发
〔2015〕 40 号） 也有相应规定。 原
劳动部的规定属于部门规章， 上海
市人民政府的规定属于地方规章，
因此， 在上海地区计算医疗期时，
应优先适用地方规章。

根据上海地方规章规定， 劳动
者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完

全丧失劳动能力但不符合退休、 退
职条件的， 应当延长医疗期。 延长
的医疗期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具体

约定， 但约定延长的医疗期与前条
规定的医疗期合计不得低于 24 个
月。 本案中， 金某因患尿毒症且被
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公司将
其医疗期延长至 24 个月， 符合法
律规定。

二、 劳动者被鉴定为部分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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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厉在上海 SPS 销售有限公司
工作， 双方签有自 2015 年 9 月 11
日至 2018 年 9 月 10 日止的劳动合
同。 2018 年 8 月 15 日， 公司通知
小厉合同到期不再续签。 双方于同
日签订劳动合同终止经济补偿协议

书一份， 其中约定双方劳动合同于
2018 年 8 月 15 日到期终止， 小厉
的工资结算至该日， 公司将一次性
支付经济补偿金 26909.15 元。

此后， 公司向小厉支付了约定
的款项， 并向税务部门代缴了小厉
的个人所得税 3063.97 元， 小厉实
得 24305.87 元 。 但小厉认为 ， 根
据相关规定， 一次性经济补偿金在
当地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 3 倍数额
以内的部分 ， 应当免征个人所得
税 ， 单位代扣代缴错误应当返还
3063.97 元。 但公司却认为， 小厉
应得的经济补偿金属于劳动合同到

期终止时产生的， 应当按照规定缴
纳个人所得税。 关于劳动合同终止
时单位向劳动者支付的补偿金， 是
否属于免税的范围呢？ 笔者来做个
简单的介绍。

根据 《劳动合同法 》 相关规
定， 从补偿的原因上区分， 用人单
位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或赔偿

金的原因可以分为两种： 一是 “解
除” 劳动合同； 二是 “终止” 劳动

合同， 两者有着不同的法律属性和
适用情形。

2018 年末，我国对 《个人所得
税法》进行了新一次的修订。 之后，
国家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

布 《关于个人所得税法修改后有关
优惠政策衔接问题的通知 》（财税
〔2018〕164 号）， 其中指出：“五、关
于解除劳动关系、提前退休、内部退
养的一次性补偿收入的政策。 （一）
个人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取得

一次性补偿收入 （包括用人单位发
放的经济补偿金、 生活补助费和其
他补助费），在当地上年职工平均工
资 3 倍数额以内的部分， 免征个人
所得税；超过 3 倍数额的部分，不并
入当年综合所得， 单独适用综合所
得税率表，计算纳税。 ”而在两部门
发布的 《关于继续有效的个人所得
税优惠政策目录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177 号）中
也列出 《关于个人与用人单位解除
劳动关系取得的一次性补偿收入征

免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 》（财税
〔2001〕157 号）继续有效。 故目前针
对因个人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
系取得一次性补偿收入， 在当地上
年职工平均工资 3 倍数额以内的部
分，还是免征个人所得税的。

那么， 个人因 “终止” 劳动合

同而获得的收入， 是否属于免征个
人所得税的范围呢？ 我们可以通过
一个本市的实际判例来做进一步的

了解。 在 《T 某诉上海市某区地方
税务局税务一案二审行政判决书》
（〔2016〕 沪 01 行终 19 号） 中， 涉
及类似的问题， 人民法院做了如下
的认定：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
因解除劳动合同取得经济补偿金征

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 （国税
发 [1999] 178 号） 第一条即规定，
对于个人因解除劳动合同而取得一

次性经济补偿收入， 应按 “工资、
薪金所得” 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
两通知对解除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原

则上要求按照 “工资、 薪金所得”
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 则劳动者因
劳动合同自然终止获得的经济补偿

金自然亦应认定为 “工资、 薪金所
得 ” ， 并计征个人所得税 。 另 ，
《国税局通知》 与 《通知》 仅适用
于个人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

情况， 上诉人则系与 A 公司劳动
合同到期未续签 ， 属合同自然终
止， 不同于 《通知》 规定的情况，
故不具备适用 《通知 》 规定的前
提。 因此， 在实践中， 税务部门一
般认为此时的补偿收入， 不属于可
以免征个人所得税的范围。

文 张佶

乔法官：
我们公司是一家电器集团公司，

2017 年， 我们与德国的一家企业签订
了合作项目， 他们同意为我们的技术
人员进行为期 6 个月的专项技术培
训。公司与被派出国的 15 名员工都签
了协议， 约定选派人员在国外培训 6
个月期间，由公司安排食宿，仍按在岗
期间的标准支付其工资， 另给予每月
定额的补贴。 选派人员回国后至少为
公司服务 5 年。 因个人原因离职或因
违纪被解除劳动合同的， 应支付违约
金 30 万元。小丁是选派出国培训的人
员之一，但不曾想其回国才三个月，就
在集团内部审计时被发现侵吞研发资

金近 50 万， 最终被判有期徒刑五年。
公司讨论决定与小丁解除劳动合同，
并要求其支付违约金。 小丁的父母认
为小丁出国实际是工作，不能算培训；
小丁是被解除劳动合同， 不是他想离
职，不应要其承担赔偿责任，同时认为
违约金过高； 刑事案件中他们已经退
赔公司大部分钱款， 公司不应让他们
再赔钱了。 我们觉得退赔和违约金是
两回事。 公司送小丁去国外就是学新
技术的。在培训期间，为小丁支付的工
资、补贴、往返机票、住宿及支付给合
作公司的培训费用等已经不止 30 万。
而小丁被追究刑事责任， 无法再为公
司工作，难道这损失还要公司承担吗？
我们知道他们不愿赔钱是在找借口，
但不知该如何说服他们， 请问法律是
怎么规定的呢？ 读者 章先生

章先生：
在当前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

员工素质对企业经营管理和未来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而劳动者利用用人单
位提供的培训或实践等机会， 掌握了
较高的技术信息， 劳动素质和劳动能
力不断提升， 在劳动就业市场中的身
价也不断提高。 因此， 专业技术培训
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是双赢的一件事

情。 但专项培训需要大量的投入。 为
保护双方利益， 避免矛盾， 劳动部早
在 1995 年就在 《关于贯彻执行 《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若干问题的意
见》 中规定， 用人单位用于劳动者职
业技能培训费用的支付和劳动者违约

时培训费的赔偿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

定。 而现行的 《劳动合同法》 则更是
明确，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
训费用， 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
可以与该劳动者订立协议， 约定服务
期。 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 应当
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违
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

培训费用。 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支付
的违约金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部

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 至于专项培
训， 一般是指企业为了提高生产效
率、 满足特殊岗位需要， 而对员工进
行的专业技能和专业知识等方面的培

训， 常常表现为脱产 、 半脱产的学
习、 培训。 你们公司为了新的合作项
目， 将小丁等技术岗位的员工送至国
外的合作公司进行新技术的学习、 培
训， 该学习、 培训显然不同于正常上
班。 小丁父母否认这是专项培训没有
道理。 小丁据此与你们公司签订了服
务期协议 ， 该协议并不违反法律规
定， 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公司支出培
训费用， 因小丁个人原因导致协议无
法继续履行， 小丁应按协议约定承担
违约责任。 劳动合同法规定的违反服
务期约定的违约金并不带有惩戒的性

质， 其实质是一种补偿。 因此， 小丁
承担的违约责任应以你们实际支出的

培训费用为限， 包括你们为其进行专
业技术培训而支付的有凭证的培训费

用、 培训期间的差旅费用以及因培训
产生的用于其本人的其他直接费用，
同时应折抵其回国后已服务的期限。
至于小丁父母所称已退赔公司的款

项， 实际系为弥补小丁职务侵占行为
给公司造成的损失， 该退赔行为是刑
事案件中可以从轻量刑的情节， 显然
与培训无关， 希望你们与小丁父母解
释清楚， 妥善处理此事。

（乔蓓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民三庭副庭长， 2017 年获评全
国优秀法官）

劳动能力以上的， 用人单位终止劳动合
同需要支付医疗补助费。

《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 第 44 条
规定， 用人单位以医疗期满为由解除劳
动合同的， 除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
外 ， 还需另行支付6 个月的医疗补助
费。 该规定明确用人单位以医疗期满为
由解除劳动者劳动合同的， 无需通过劳
动能力鉴定就需要向劳动者支付医疗补

助金。 但是对以劳动合同期满为由终止
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位是否需要向劳动
者支付医疗补助金， 并没有具体规定。

而原劳动部 《关于实行劳动合同制
度若干问题的通知》 （劳部发 〔1996〕
354 号） 规定， 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
负伤， 合同期满终止劳动合同的， 用人
单位应当支付不低于六个月工资的医疗

补助费；对患重病或绝症的，还应适当增
加医疗补助费。原劳动部办公厅《关于对
劳部发〔1996〕354 号文件有关问题解释
的通知》（劳办发〔1997〕18 号）进一步规
定，合同期满的劳动者终止劳动合同时，
医疗期满或者医疗终结被劳动鉴定委员

会鉴定为 5～10 级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
不低于六个月工资的医疗补助费。 鉴定

为 1～4 级的， 应当办理退休 、 退职手
续， 享受退休、 退职待遇。

尽管上海地方规章对劳动合同终

止， 用人单位是否需要向劳动者支付医
疗补助费没有明确规定， 但是因为原劳
动部的部门规章中有规定， 则应当适用
部门规章。 部门规章规定， 劳动者被鉴
定为部分或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 （5～10
级） 需要支付医疗补助费， 鉴定为完全
丧失劳动能力 （1～4 级） 办理退休、 退
职手续则不需要支付医疗补助费。 而本
案中， 金某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但不符合退休、 退职条件， 显然比被鉴
定为部分或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更需要

得到保护， 因此法院判决公司需要向金
某支付医疗补助费和重病医疗补助费并

无不妥。 文 王余婷 摄 金卫星

劳动者被鉴定为完全丧劳
需延长医疗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