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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工資支付，我國稱之為工資給付，是企業人資管

理作業的核心，事涉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按勞分配、

同工同酬）與企業的用工成本，是中國大陸最容易發

生勞動爭議的管理項目之一。

上海市依據《勞動合同法》及《勞動合同法實施

條例》等有關規定，修正2003年施行的《企業工資

支付辦法》（以下簡稱「舊《辦法》」、「新《辦

法》」），並於2016年8月1日起施行新《辦法》。

相對於舊《辦法》，新《辦法》的最大特色，在

於明確規範員工切身利益的相關工資規定，因而對企

業的人資管理策略與薪資政策以及規章制度、勞動合

同的操作有顯著的影響。

上海市的台商企業如何與時俱進，理解新法新政

策的內涵，相應地在規章制度與勞動合同進行制訂、

調整或修正，是當前要面對的課題。本文將針對上海

市新《辦法》的精神與內容，擇其重要的規定，提供

給台商進行人資管理操作的參考依據。

大陸各地的工資支付規定，幾乎都是2008年之

前的規定，也都尚未調整到符合《勞動合同法》規定

的思維方向、內涵、地方特色及需要，這次上海市較

大幅度的修正，或許會影響及帶動其他省市的行動，

自不敢斷言。然台商及人資工作者理應關注其變化，

始能適時調整及因應。

二、新《辦法》的重要內容

(一)計薪工作日數為21.75天
第14條規定，日工資按月工資除以每月平均計

薪天數21.75天計算；小時工資按日工資除以8小時

計算。該條文將2008年以前的20.92天調整至21.75

天。《勞動合同法》施行以來，就已經調整為21.75

天（〔365天－104天〕÷12個月），大部分企業應

當熟悉這種算式，這是計算員工日薪資、全扣事假或

曠工工資、減付病假工資的依據，是人資工作者必須

掌握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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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定額應通過一定的民主管理程式合理制訂。

4. 勞動爭議期間工資

第23條規定，企業解除勞動者的勞動合同，引

起勞動爭議的，在仲裁或法院裁決撤銷企業原解除勞

動關係決定，並且雙方恢復勞動關係的，企業應當支

付在調解、仲裁、訴訟期間的工資。換言之，假如裁

決不恢復勞動關係，則不需要支付勞動爭議解決期間

的工資。

5. 非全日制就業的工資標準

第24條規定，非全日制的小時工資由企業與勞

動者約定，但不得低於本市規定的小時最低工資標

準，且支付週期最長不得超過15日。此項增訂係依

據《勞動合同法》第72條規定。

6. 特殊工時作制的加班工資規定

新《辦法》明確，經人力資源社會保障行政部門

批准實行的綜合計算工時工作制的企業，勞動者綜

合計算工作時間超過法定標準工作時間的，應當視

為延長工作時間，支付加班工資（150%）；在法定

休假節日安排勞動者工作的，按規定支付加班工資

（300%）。經批准實施不定時工時制的企業，在法

定休假節日由企業安排工作的，按規定支付加班工資

（300%）。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市規定實施不定時工時制的

企業，在法定休假節日由企業安排工作的，按規定支

付加班工資（300%），這是突破大陸有關特殊工時

制度的常規，因為大部分地方的工資支付條例（規

定、辦法）沒有規定在法定休假節日工作的，要定支

付加班工（300%）的規定，只有極少部分地方，如上

海、福建等地有此規定，但必須是經由企業安排的。

7. 部分公民休假的假期待遇

第13條規定，在部分公民休假的節日期間（婦

女節、青年節），對參加社會或企業組織的慶祝活動

和照常工作的勞動者，企業應支付工資，但不支付加

班工資。如果該節日恰逢休息日，企業安排勞動者工

作的，應當按規定支付加班工資（200%）。

一些女性員工在婦女節期間上班，要求企業支付

加班費，企業無所適從，新《辦法》的規定就很明確

了。

(二)與薪資管理制度有關的內容

1. 工資組成的內容

第2條規定，工資是以貨幣形式支付給勞動者的

勞動報酬，包括計時工資、計件工資、獎金、津貼、

補貼、加班工資等。

其實這是大陸國家統計局《關於工資總額組成的

規定》（1990年）的全國性規定，新《辦法》據以

表述，台商可再詳閱該規定的內容，據以規劃公司的

薪資管理制度。

2. 加班工資、假期工資基數

第9條規定，加班工資和假期工資（婚假、喪

假、探親假、病假等）的計算基數為勞動者所在崗位

相對應的正常出勤月工資，不包括年終獎金，上下班

交通補貼、工作餐補貼、住房補貼，中夜班津貼、夏

季高溫津貼、加班工資等特殊情況下支付的工資。

另外，該條文還規定，勞動者實際履行與勞動合

同約定不一致的，按實際履行的勞動者所在崗位相對

應的月工資確定。勞動者月工資無約定在勞動合同、

集體合同（工資專項集體合同）的，按勞動者正常

出勤月依照本辦法第2條規定的工資（不包括加班工

資）的70%確定。

新《辦法》增訂加班工資的支付基數，爾後企業

在執行加班和假期工資時就有明確的依據，可以減少

相關的勞動爭議。

企業人資工作者需注意的是新《辦法》規定，在

確定計算基數時，以列舉方式可以剔除工資（津貼、

補貼）項目。然實務操作上，由於企業型態與管理模

式各有差異，工資（津貼、補貼）項目名稱與內涵亦

有不同，新《辦法》所剔除的7個項目是無法完全滿

足個別企業的實際需要的。因此企業在制訂「薪資管

理辦法」時，除了依法列舉法定的項目外，對於自己

創造出來的工資名稱，恐有違法之風險，是否可經由

約定，並依法完成「民主管理程序」，是可進一步討

論的空間。

3. 計件工資制的加班工資標準

第13條規定，企業依法安排實行計件工資制的

勞動者完成計件定額任務後，在法定標準工作時間以

外工作的，應當根據加班原則相應調整計件單價。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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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上述「（二）之3.計件工資制的加班工資標準」。

2. 第25條規定，企業與職工代表可以根據本辦法

確定的原則，通過工資集體協商等民主管理程序，制

定本企業的「工資支付辦法」，並告知全體勞動者。

《勞動合同法》第4條規定，企業在制訂、修改

或者決定有關勞動報酬、工作時間、休息休假、勞動

安全衛生、保險福利、職工培訓、勞動紀律以及勞動

定額管理等規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項時，應當經職工代

表大會或者全體職工討論，提出方案和意見，與工會

或者職工代表平等協商確定。用人單位應當將直接涉

及勞動者切身利益的規章制度和重大事項決定公示，

或者告知勞動者。

三、台商對新《辦法》的因應對策

(一)	根據新《辦法》，修訂現有的規章制度

與勞動合同或其他協議文本

由於新《辦法》以《勞動合同法》為基礎，針

對舊《辦法》不適用和表述不清晰的地方進行了修

改，使新《辦法》更具有可操作性與針對性，以減少

勞資糾紛。因此，人資工作者應當對新《辦法》了解

後，經與用人單位討論後，對現有的規章制度（例如

「考勤管理辦法」、「薪資管理辦法」），以及勞

動合同或其他協議文本內容進行增訂或修訂，以符

合實際。

(二)完成民主管理程序的必要性

企業經營者與人資工作者應重視新《辦法》賦予

企業的有關「約定」、「協商」、「民主管理程序」

的規定，就特殊情況與員工進行約定（例如「勞動合

同內約定月工資」、「約定離職員工當月工資支付期

間」等）以及協商、制訂《集體合同》或《工資專項

集體合同》。另外，規章制度的制訂，要完成民主管

理程序（例如經由職工代表大會討論、恊商，對員工

公示的程序）。這樣才能合法有效地執行，在發生勞

動爭議時，因為證據保全得當，得以維護公司的權

益。

（本文作者為遠通國際經營管理顧問公司總經理、海

基會台商財經法律顧問）

8. 勞動者違紀違規，或因本人原因造成公司損失的，

企業可以降（扣）薪

新《辦法》明確，勞動者違反勞動紀律或規章

制度，企業降低其工資的，降低後的工資不得低於

本市最低工資標準。勞動者因本人原因給企業造成

經濟損失，企業依法要其賠償，並需從工資中扣除

賠償費的，扣除的部分不得超過勞動者當月工資的

20%，且扣除後的剩餘工資不得低於本市最低工資

標準。

據此，企業在規章制度的制訂上，企業可以設定

不同違紀情形對應扣減工資的標準和幅度。但最高人

民法院相關司法解釋，用人單位扣減勞動者的工資承

擔舉證責任。舉證其扣減工資的合理性。

9. 企業破產時，勞動者享有工資優先清償權

新《辦法》明確，企業破產時，欠付勞動者的工

資應當按照《企業破產法》、《公司法》規定的清償

順序予以清償。

按照大陸《企業破產法》第113條規定，破產企

業在清償破產費用和共益債務後，優先清償順序為破

產人所欠職工的工資和醫療、傷殘補助、撫恤費用，

所欠的應當劃入職工個人帳戶的基本養老保險、基本

醫療保險費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應當支付給

職工的補償金。

10. 企業為員工辦理離職，應當一次付清工資或約定

支付期間

第7條規定，企業與勞動者終止或依法解除勞動

合同的，企業應當在與勞動者辦妥手續時，一次性付

清勞動者的工資。對特殊情況雙方有約定且不違反法

律、法規規定的，從其約定。

新《辦法》的規定，說明企業可以和員工約定，

在員工離職未能歸還企業的財產時，企業有權約定暫

不付最後一個月工資等。對於業務人員離職時，如業

務提成與回款（應收帳款）有關的，也可以等回款入

帳後再支付提成獎金。

(三)規定了民主管理程序

1. 第13條規定，企業調整計件工資制的計件定

額與單價，應通過民主管理程式合理制訂。詳情請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