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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劳动者，如果被公司辞退，经济补偿该拿多少？领取个人养老金
时，按照领取额的3%缴纳个人所得税，不区分本金和投资收益。相关政策
该如何理解？这些，你都清楚吗？今天，跟着小编一起来弄明白吧！

“被公司辞退后，经济补偿该拿多少？”这是劳动者
维权时最关注的问题之一。随着劳动关系的动态变化，
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标准已成为职场人必
须掌握的“权益密码”。7月 2日，记者结合省人社部门
政策解读，帮助劳动者厘清经济补偿这笔账。

经济补偿有“基础公式”

王某于 2018年 3月入职太原某科技公司，2023年 9
月被公司合法解除劳动合同，其工作年限为 5年 6个月。
根据相关法律，王某应得到经济补偿为 6个月工资。若
王某月工资为 7000元，公司应支付 4.2万元经济补偿。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解除或者终止劳动
合同的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计算：每
满 1 年支付 1 个月工资；6 个月以上不满 1 年的，按 1 年
算；不满 6个月的，支付半个月工资。

实践中，不少职工的工资条上不仅含有基本工资，
还有绩效工资、职称工资、夜班津贴等，那要怎么算呢？

政策明确，月工资是劳动者在解除或终止合同前
12个月的平均工资，且按“应得工资”计算，包括计时工
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补贴等。比如，李某解除合同
前 12 个月的工资条显示：基本工资 5000 元/月，绩效奖
金平均 2000元/月，夜班津贴 500元/月。其月平均工资
即为 7500 元，若工作年限为 8 年，经济补偿应为 6 万元

（8×7500）。
当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地区上年度职

工月平均工资 3倍时，经济补偿将适用“双封顶”规则：
支付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 3倍计算，且年限最高不超
过 12 年。以山西省 2023 年度社会月平均工资 6855 元
计算，3倍封顶为 20565元/月。

比如，某金融企业高管张某月工资 3 万元，年底奖
金 10万元。其工作 15年于 2024年被合法解除合同，经
济补偿计算为：20565元×12年=246780元。

需注意的是，非全日制用工（如小时工）因用工性质
特殊，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七十一条，双方可随时通知
解除合同，用人单位无需支付经济补偿。

哪些情况下劳动者可获补偿

据了解，经济补偿的支付以“用人单位存在过错”或
“法定情形”为前提。根据《劳动合同法》，劳动者因以下
情形解除合同可获补偿：用人单位未缴社保、未付工资、
未提供劳动条件等；用人单位因破产重整、经营困难裁
员等情形解除合同，也需支付补偿。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用人单位是否存在过错，由用人
单位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的，需要支
付赔偿；固定期限合同期满，除用人单位维持或提高劳动
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
外，终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也需支付补偿。

不过，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劳动者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且不需要
赔偿：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严重违反
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
位造成重大损害的；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
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
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因欺诈、胁迫等导致劳动
合同无效的；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在上述情况下用人单位不需要
赔偿，但在辞退员工时仍需遵守相关法律规定，如提前
通知、支付工资等。同时，用人单位在辞退员工时，应确
保辞退行为合法、合规，避免引发劳动争议。 （武佳）

据《山西晚报》

“个人养老金领取时，按照领取额的 3%缴纳个人所得税，不区分
本金和投资收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发布的一则政策信息引
发社会广泛关注。相关政策该如何理解？这是否意味着大家领取养
老金都要缴 3%个税？

此“金”非彼“金”

首先需明确，我们通常所说的养老金和个人养老金不是一回事。
我们通常所说的养老金，属于国家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参保

的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到达法定退休年龄并满足缴费年限等条件后，
能按月领取的养老钱。

个人养老金，是指政府政策支持、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的制
度，2022年才开始实施。个人可以到特定账户存一笔钱，每年不超过
12000元，作为基本养老保险的补充，到退休时再多一个养老金来源。

从税收的角度看，基本养老金不缴税。根据个人所得税法，按照
国家统一规定发给干部、职工的基本养老金或者退休费、离休费、离休
生活补助费，免征个人所得税。

北京市税务局 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工作人员也明确回应，大
家退休后按月领取的基本养老金，也就是大家所说的退休金，无需缴纳
个人所得税。因此，大家不必担心退休后到手的基本养老金会“缩水”。

个人养老金缴3%个税并非新政

与基本养老金免税不同，个人养老金在领取时需缴纳 3%的个人
所得税。不过，这并不是一项新政策。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此
前发布的公告，自 2022年 1月 1日起，对个人养老金实施递延纳税优
惠政策。

也就是说，在缴费时，个人向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缴费，暂时不
用缴纳个税，按照 12000元/年的限额标准，在综合所得或经营所得中
据实扣除。参加人使用“个人所得税”App扫描缴费凭证上的二维码
就可申报扣除。

“个人养老金在中间年份产生投资收益时，也暂时不用缴纳个税，直
至最终领取时才缴纳。而且，在税率方面，个税税率有 3%至 45%七档
超额累进税率，但个人养老金适用最低一档 3%的税率，体现了政策的优
惠和支持。”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主任何代欣说。

何代欣表示，为了兼顾激励与公平，避免部分人借此避税、享受过
多优惠，因此目前对个人养老金给出每年 12000元限额要求。从国际
上看，相关国家个人退休账户制度也设置了年缴纳金额的上限。

不同收入群体的利好程度不同

不少人疑惑，个人养老金虽然在购买时享受了税收优惠，但领取
时还要按照 3%计税。这“一进一出”，还划算吗？专家表示，个人养老
金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影响不尽相同。

以 34岁、税前年收入约 20万元的参加人为例，对应的个税边际税
率为 10%。考虑到最后领取要缴 3%个税，每年如果存 12000元，不算
买产品的收益，大概能赚 800多元。收入越高、个税税率越高，购买个
人养老金会越划算。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如果工资还没达到每月
5000元的个税起征点，参与个人养老金计划可能就不一定划算。

记者注意到，目前各大银行 App 都有专门的个人养老金“计算
器”，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收入情况进行测算。除了节税和缴税之间
的差价，如果购买金融产品得当，参加人还能获得长期投资收益。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 11月末，我国个人养老金开户人数突破 7000
万人，以 30 至 40 岁的参加者居多，也有一些临近退休年龄开户缴费
的。

据记者了解，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个
人养老金相关支持政策，进一步增强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吸引力，引导
更多具备条件的群众参加进来，让老年生活更有保障。

据新华社

和你有关的这些事，你都清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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