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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A1_88_E5_AD_A6_E6_c36_51977.htm 学校内不具有教师职

务的管理员在退休时能否享受教师待遇，并按退休前原工资

的100%计算退休金呢？南通中院在一起诉人事局不履行按教

师待遇办理退休手续法定职责的纠纷案中对此作了否定的回

答。 案情： 原告丛某于1962年在新疆奇台县参加工作，1966

年被精简退回原籍海安县。1977年3月，奇台县委对丛某进行

了复查，并给其恢复工作，继续任教。按丛某的请求，1980

年6月，丛某调回海安，被分配在工业系统工作。1991年2月5

日，丛某调到一技工学校工作，介绍信上注明人员性质是“

干部”。1991年9月至1995年8月，丛某在技工学校培训班招待

所工作，1995年9月至2002年4月，丛某也仅在技工学校担任一

些管理工作，未实际从事教师工作。1993年国家机关、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时，江苏省人民政府苏政发

（1994）3号文件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实施方

案中，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实行分类管理，即分为专

业技术人员工资制度、管理人员工资制度和工人工资制度。

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均有职务工资一项，教师的职

务工资须以教师职称为基础，确立不同的级别，而且强调“

专业技术人员在国家下达的聘任职数限额内，按照实际聘任

的专业职务进行套改。只有资格而没有聘任职务的，其资格

不与工资挂钩”。 丛某为初中文化程度，未能取得教师职称

，按六级职员对其实行工资套改。2002年4月，因丛某已达到

法定退休年龄，被告海安县人事局按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规



定，核定丛某的退休工资为原工资的9折。2003年9月19日，

技工学校根据丛某的要求，向人事局出具手续有异议，要求

改按教师待遇办理退休手续。同年10月16日，人事局在该报

告上签署了“丛某同志1991年安排到技工学校，1993年工资

制度改革，因其未取得教师资格证书，故按职员实施工资在

改，应按职员给其办理退休手续”的批复，原告丛某对此不

服，以人事局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 原告丛某诉称：我是中

小学教师，1993年按行政手续为我调资是错误的。现请求法

院判决海安县人事局履行职责，按教师待遇办理退休手续。 

被告人事局答辩称：丛某1977年在新疆奇台县某小学工作

。1980年调至海安工业系统棉纺厂筹建处，工资均由该单位

发给。1991年调至工业技校，介绍信注明丛某为棉纺厂干部

，因其未取得教师职称，实际从事管理工作，1993年工资改

革时按管理人员套改是正确的。在丛某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

，人事局按规定的折率核定其退休待遇正确。对2003年9月19

日技工学校的报告，人事局于10月16日作出了书面回复，故

不存在不履行职责的情形。现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丛某的

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告丛某在新疆工作期间，

虽然从事过教师工作，但调回海安工作以后，长期在其他岗

位上工作。1991年调到技工学校后，亦未从事教学工作，而

是从事管理工作。1993年工改时，对照江苏省人民政府苏政

发（1994）3号文件，对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实施

方案进行工资套改，被人事局以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工资改革

方案为丛某进行工资改革，原告实际上也已接受，在长达8年

多的时间里，一直按该方案领取工资。故原告达到退休年龄

后，被告按事业单位的职员给其办理退休手续并无不当。对



原告的工资待遇及办理退休手续问题，被告亦已履行了法定

职责。现原告要求被告为其落实教师政策，即按教师的工资

标准发放工资办理退休手续，显然与相关的规范性文件相悖

。原告对被告在为其办理的退休手续中，将其工资打9折计算

退休金的处理提出异议，要求按退休前的原工资的100%计算

退休金的要求无法律或政策依据。遂判决驳回了原告丛某的

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判决后，原告丛某不服，提出上诉。 中

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上诉人丛某认为其在新疆是教师，

调回海安后也应享受教师待遇，并按教师待遇办理退休手续

的理由，既缺乏事实依据，也缺乏法律和政策依据。其上诉

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

讼法》 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点评： 本案的焦点主要涉及不具有教师职务的学校职

工（又称管理人员）能否按教师待遇享受退休金的问题。教

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承担教书育人，培养社

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教师有

权按时获取工资报酬，享受国家规定的福利待遇以及寒暑假

期的带薪休假。国家实行教师资格制度，中国公民凡遵守宪

法和法律，热爱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具备法律

规定的学历或者经国家教师资格考试合格，有教育教学能力

，经认定合格的，可以取得教师资格。同时，国家实行教师

职务与教师资格分离制度。学校和其它教育机构应当从具备

教师资格的人员中聘任教师。被聘任教师职务的才享受教师

待遇。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

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第30条规定：“教师退休或者退职后，享受国家规定的退休



或者退职待遇。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适当提高长期从

事教育教学工作的中小学退休教师的退休金比例。”为此，

全国各地一般都规定，连续从事教学工作30年的退休教师，

可按退休前的原工资的100%领取退休金。 一般来说，人民法

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3条同时规定：“人民法

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国务院部、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

政法规、决定、命令制定、发布的规章以及省、自治区、直

辖市和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

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发

布的规章。”江苏省人民政府苏政发（1994）3号文件关于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中，将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的工资实行分类管理，即分为专业技术人员工资制度、

管理人员工资制度和工人工资制度。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和管

理人员均有职务工资一项，教师的职务工资须以教师职称为

基础，确立不同的级别，而且强调“专业技术人员在国家下

达的聘任职数限额内，按照实际聘任的专业职务进行套改。

只有资格而没有聘任职务的，其资格不与工资挂钩”。对照

行政诉讼法第53条的规定，江苏省人民政府苏政发（1994）3

号文件应属于行政规章的范畴，由于其符合法律规定的同工

同酬的基本立法精神，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人民法

院审理行政案件时，理应予参照。 本案中，原告丛某从新疆

调回海安工作后，未从事过教学工作；1993年工改时，尽管

丛某已在技校工作，但由于其未取得教师职称，也未从事教

学工作，人事局依据江苏省人民政府苏政发（1994）3号文的

规定，对丛某按事业单位管理人员进行工资套改并无不当。



在丛某达到退休法定年龄时，人事局按其实际从事的工作和

工资待遇，为其办理退休手续，并打折计算退休金的做法，

也符合同工同酬同退休待遇的法律精神，这也反过来突出了

教师工作的神圣性。2003年9月19日，丛某通过技校向人事局

提出异议申请后，人事局也给予了书面回复，故人事局已经

履行了法定职责。因此，一、二审法院依据行政诉讼法并参

照有关行政规章的规定，所作出的驳回原告（二审上诉人）

丛某的诉讼请求的判决并无不当。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