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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装了，就知道你在盼年终奖！

12

一言不合就干架，职场之怒何时休？

微信新版本可在朋友圈分享相册视频

12 月 11 日，iOS 版微信推出了 6.5.1 版本，本次更
新可以在朋友圈分享相册中的视频，视频更大，但时长
仅为 10 秒，但选择的视频大于 10 秒时，会出现“需要
进行编辑”的提示。本次版本更新，使素材的选材范围
更广，拍摄时间更长，而微信本身集拍摄、编辑、发布于
一体的功能，也将会吸引更多 UGC 方面的注意力。

爆文刷屏后，238篇文章聚焦校园欺凌

上个周末，无数人的手机被一篇《每对母子都是生
死之交，我要陪他向校园霸凌说 NO！》的微信文章刷了
屏。

“十年前的今天，我拼着命生下了儿子；十年前的
今天，儿子拼着命来到我身边。每对母子都是这样拼着
命才能相见，可是我却没有保护好他。”一位母亲用令
人触动的文字，描述了自己小孩遭遇的一次校园欺凌
事件。

虽然事情的具体细节还在核实，但校园欺凌的话
题，引发了新媒体小编的聚焦。据新榜每日持续监测的
31.5 万样本数据显示，仅仅 12 月 10 日一天，提到“校
园欺凌”的微信文章就有 238 篇。其中 10w+ 有 5 篇。

“咪蒙”粉丝破800万

12 月 13 日，据“咪蒙”公众号的后台截图显示，目
前“咪蒙”粉丝数正式突破 800 万。今年 9 月 15 日“咪
蒙”一周年时，后台粉丝数为 600 万。3 个月增粉 200
万，“咪蒙”不愧为自媒体头部大号。

近日，在韩亚航空的一架客机上发生了两名副机长
斗殴的事件，导致该航班延误了 1 个小时才正常起飞。职
场上，朝夕相处的同事也难免意见不合或工作压力过大，
可能会发生摩擦、口角，甚至全武行。那么，一旦发生打
架、斗殴等事件，公司又该如何处理呢？

超六成职工曾在职场冲冠一怒
工作压力导致职场矛盾频发

职场上，每天朝夕相处的同事，既是最亲密的朋友，
也有可能一言不合就成了拳脚相加的对象。

近日，申工社和劳动报联合发起小调查，共有 1141
位职工热情参与，据调查结果显示，58%的职工曾在工作
中与同事发生过口角，甚至有 5%的职工发生过暴力行
为，37%的职工心态真好，表示同事间有矛盾会自己调解。
通过职工们的留言不难发现，办公室中矛盾频起的主要
原因还是因为工作压力过大。

超八成职工善意劝阻
同事矛盾不再“与我无关”

“职场之怒”看似职工个人的情绪管理，实则与办公
室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在与日俱增的工作压力中，人人
都有可能爆发“职场之怒”。那么，如果身边的同事发生矛
盾，你又会怎么做呢？

在调查中，81%的职工毫不犹豫选择了上前劝阻，避
免事件进一步发生。仅有 13%的职工选择默默围观，还有
6%的职工认为发生矛盾应该让领导出面调停。相较于以
往人人埋头办公桌前自扫门前雪的工作状态，随着办公
环境越来越开放，工作内容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团队化，和
谐、良好的办公环境尤为重要。

近五成职工态度莫衷一是
“职场之怒”公司也有责任

针对办公室里的诸多矛盾，除了职工个人应该进行
情绪管理之外，公司也应当担起管理职工的责任。发生冲
突，究竟员工是否该受公司处罚？调查结果显示，46%的职
工不清楚员工是否应当接受处罚。31%的职工认为上班期
间发生冲突，公司应当责罚；而 22%的职工持相反意见，
认为员工因工作发生争执，不该受罚。

专家解读：和同事动手有可能丢“饭碗”
专家：唐毅 上海市律师协会劳动法业务研究委员会

副主任，上海唐毅律师事务所主任
问：职工在与同事斗殴中受伤，是否能够算作工伤？
答：《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在工

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
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因此，双方在工作时间和工作
场所内发生打架，受伤方是否属于工伤的关键点在于其
是否因为履行工作职责而受到了暴力伤害。建议同事之
间应该和睦相处，团结互助，有什么矛盾尽量通过理性的
方式去处理，不要因为一时冲动而丢了饭碗。

问：职工与同事之间发生打架冲突，公司能否辞退？
答：职工之间发生打架事件，用人单位是否能够对其

进行违纪处罚，甚至是直接解除劳动合同，需视用人单位
的规章制度而定。如果双方或其中一方因打架事件被追
究刑事责任，用人单位可以直接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
十九条第（六）款解除劳动合同。如果未达到被追究刑事
责任的程度，那就需要根据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进行处
理。

■来源：山东头条 news

年底将至，一大波奖金正在靠近，年终奖、十三
薪、工资之间的关系你都了解吗？单位应该如何发
放？法律又是怎样规定？关于年终奖那些事，你都清
楚吗？

用人单位角度

单位必须发放年终奖吗？

年终奖的发放，劳动法律没有硬性规定，是否发
放年终奖，属于单位自主权。但如果劳动合同中有明
确规定，或者单位的规章制度中对年终奖有明确规
定，单位就应该按照约定或者规定发放。对于那些没
有干满一年或一个季度的员工，他们在离职前，可以
依照《劳动法》的有关规定，按比例领取年终奖、季
度奖。

用人单位有权随意扣发年终奖金吗？

若劳动合同明确规定年终奖金属于劳动报酬的一部
分，或者用人单位将发放年终奖金规定在规章制度里，那
么用人单位不能无故扣发员工的年终奖金。

第二种情况是，年终奖金是用人单位给予员工的一种
特殊奖励，不适用于所有员工，不属于劳动报酬的一部分，
这种情况用人单位可以根据经营状况和员工的工作表现
自主决定是否发放此类年终奖金。

年终奖延期、分期发放是否违法？

按《劳动法》规定，年终奖是工资的一部分，属于劳动
报酬的范围，如果在劳动合同或规章制度中规定发放年
终奖，就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

对迟发年终奖的企业主应给予批评教育，严重的可由

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经济补偿，并
责令支付赔偿金，以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情形论处。至于
企业将年终奖分期发放，并不违法，企业对于如何发放年
终奖有自主权。

可否每月从员工工资中扣除一部分用作年终奖？

有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合同中约定，每月从工资中
扣除一部分押在单位，年底再以年终奖的形式发放，这种
年终奖其实就是工资，如果用人单位恶意拖欠，劳动者不
仅可以要求用人单位支付，还可以向劳动监察或仲裁部门
主张加付赔偿金。

单位是否可以实物方式抵发年终奖？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五条规定，工资应当以法
定货币支付，不得以实物及有价证券替代货币支付。
由于年终奖属于工资性质，因此年终奖的发放不能以
实物抵发。

十三薪可以当作年终奖吗？

十三薪，即：“第十三个月的工资”，也称“年底双薪”。
通常是指工作期满一年后，可以领取第十三个月的工资。
一般情况下，十三薪就是年底双薪，每年第 12 个月时，用
人单位多向员工发放一个月的薪水，主要是基本工资，而
不是总的收入。

十三薪在相关的劳动法律法规中没有明确规定，所以
用人单位发不发十三薪，按照何种标准和规则发放十三
薪，关键是要看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具体约定。但十三薪
与年终奖有所区别。它不是奖金，和月薪性质相同，属于固
定发放，发放数额、方式、时间都是确定的。而且十三薪作
为月工资计算个税，年终奖个税则需要平摊 12 个月后再
计算。

员工角度

“我”能拿年终奖吗？

《劳动法》明确规定：“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原
则，实行同工同酬。年终奖属于劳动报酬，也必须遵循同
工同酬原则。”

以下说法都违反《劳动法》中“同工同酬”原则：
1.考核合格后才能享受年终奖；
2.考核前离开单位的不能拿年终奖；
3.发放时不在册的员工不拿年终奖；
4.未做满一年的员工不能拿年终奖；
5.年中离职的员工不能拿年终奖。

年终奖个税怎么算？

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即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为
3500 元，工资薪金所得个税税率表见下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