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個國家關於勞動者（勞

工）事務的問題所提出的

處理原則與保護方針，稱之為

「勞動政策」或「勞工政策」。

前一陣子，中國的幾個勞動

政策出現問題，富士康事件所引

發的工資討論、本田罷工事件引

起的集體工資協商制度、工資條

例是否儘快公布的討論，以及今

年2月以來，中國各省市調高最

低工資標準等，這些勞動政策都

會影響企業的人資管理作業。加

上部份省市又特別熱衷於推動工

資集體協商，這更增加了操作風

險與成本。

所謂「魔鬼藏在細節裡」，

如果處理不當或是誤用，都有可

能發生勞資爭議與法律風險，台

中國大陸勞動政策與企業的人資策略、勞動成本、人資管理作業以及操作細節，可說是息息相

關。本文將深入討論攸關台商經營成本與管理作業最重要的四項勞動政策，提醒企業經理人與人

資主管智慧應對、謹慎處理。                                                    
◎ 撰文／蕭新永   圖片提供／達志影像 

掌握中國大陸勞動政策
的趨勢變化

層級性、政策性、時效性、地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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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不得不審慎因應。

攸關台商

經營成本與管理作業

由於牽涉到人資管理作業的

勞動政策項目相當多，涵蓋面很

廣，不同省市有不同的規範，本

文將討論攸關台商經營成本與管

理作業最重要的幾項勞動政策，

如最低工資制度、工資集體協商

制度、社會保險與住房公積金費

用、工傷醫療與傷殘就業補助

金，及台商因應對策。

◆制度一：最低工資制度

　因地制宜，各省分有寬有緊

中國從1993年開始實施最低

工資制度。根據中國《勞動法》

第48條規定：「國家實行最低工

資保障制度。最低工資的具體標

準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

府規定，報國務院備案。用人單

位支付勞動者的工資不得低於當

地最低工資標準。」

何謂最低工資標準？按照

2004年3月1日起實施的《最低工

資規定》第3條解釋，是指勞動

者在法定工作時間或依法簽訂的

勞動合同約定的工作時間內提供

了正常勞動的前提下，企業依法

應支付的最低勞動報酬。

再者，最低工資標準有其限

制條件，即指在員工提供正常勞

動的情況下，企業除下列各項目

以外，支付給員工的工資，不得

低於當地的最低工資標準：

1.延長工作時間工資；

2.�中班、夜班、高溫、低溫、井

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環

境、條件下的津貼；

3.�法律、法規和國家規定的勞動

者福利待遇等。

上述項目，各地方政府的規

定略有差異，台商需就各地的文

件規定進行調整。例如上海市與

北京市不但規定最低工資不包含

伙食補貼、上下班交通費補貼、

住房補貼，也不包含員工個人依

法繳納的社會保險費和住房公積

金規定。

換句話說，上海市、北京市

的限制條件，大大增加了企業的

勞動成本，其他省分的規定則有

寬、有緊，因此建議台商在規劃

工資架構時，應當參閱各地方的

規定。

每一次最低工資標準調高，

所有與工資相關的項目也都會跟

著調漲，例如基本工資成本、加

班費用、社會保險費用、住房公

積金費用、經濟補償金、部分工

傷保險待遇項目（一次性工傷醫

療補助金、一次性傷殘就業補助

金）、工會經費等。

中國從2010年2月開始，截

至6月中旬，一共有17個省市吹

起調漲風，醞釀調高最低工資標

準，調幅在11%至30%之間。

◆制度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

　統一立法，實現體面勞動

今年五一勞動節前夕，中國

總書記胡錦濤提出，「要確實發

展和諧勞動關係，創建健全勞動

關係協調機制，完善勞動保護機

中國大陸勞動政策複雜，經營者與人資主管必須多加了解、審慎因應。

掌握中國大陸勞動政策
的趨勢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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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讓廣大勞動群眾實現『體面

勞動』（Decent�work）。」（編

按：生產性的勞動，包括勞動者

的權利得到保護、有足夠的收

入、充分的社會保護和足夠的工

作崗位。）

因此，在富士康與本田事件

後，中國順勢提出了集體工資協

商制度的勞動政策，特別是《工

資條例》的頒布。中國人力資源

和社會保障部正在研究制定《工

資條例》，對工資支付進行統一

立法。就員工的工資福利，經由

工會的集體力量，爭取員工集體

的共同利益，讓員工獲得「體面

勞動」後的報酬。

◆制度三：社會保險與住房公積金

　物質幫助，按工資比率繳納

依照《勞動法》第70條規

定，國家建立社會保險制度，設

立社會保險基金，使勞動者在年

老、患病、工傷、失業、生育情

況下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同法

第72條規定，用人單位與勞動者

必須依法參加社會保險，繳納保

險費。

基於《勞動法》規定，社會

保險的種類共有5種，即養老保

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失業

保險和生育保險，由企業與職工

個人，分別按工資的一定比率來

繳納。

另外，所謂「住房公積金」

是中國政府為解決職工個人住房

問題，按國家有關政策、法規建

立起來的一種義務性的長期住

房儲金，由企業與職工個人分別

按工資的一定比率繳納（詳見表

一）。另台商要特別注意的，不

同地區繳納的比率略有不同，要

視企業所在地地方政府的規定執

行（詳見表二）。

值得注意的是，《勞動合

同法》把社會保險設定為勞動合

同的法定條款，由國家強制性實

施，企業如果不為員工辦理社會

保險，是違法的行為，員工依規

定可以立即解除勞動合同（《勞

動合同法》第38條）。

中國當前的「五險一金」制

度未必完善，2008年12月28日

《社會保險法》草案經中共全國

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公布，目前已

進入三審，預計將於今年完成立

法。未來正式公布後，將是整合

 表一：社會保險與住房公積金繳納比率

項目名稱 企業繳納比率 員工繳納比率

養老保險 20% 8%

醫療保險 6% 2%

失業保險 2% 1%

生育保險 1% 0%

工傷保險 0.5%〜2% 0%

住房公積金
企業和個人分別在不超過職工上年度月平均工資
12%幅度內繳納。

■�中國大陸整體經營環境已進入員工權力的時代，員工的法律意識、權利意識，以及集
體行動意識的表現，也將越來越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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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二：台商投資重要城市企業社會保險與住房公積金繳費比率

部份省市 北京 上海 天津 重慶 蘇州 深圳

養老保險
企業 20% 22% 20% 20% 20% 10%

員工 8% 8% 8% 8% 8% 8%

醫療保險
企業 9% 12% 10% 9% 9% 6%

員工 2% 2% 2% 2% 2% 2%

失業保險
企業 1.5% 2% 2% 2% 2% 1%

員工 0.2% 1% 1% 1% 1% －

工傷保險 企業 0.5%〜2% 0.5%〜3% 0.5%〜 2% 0.5%〜5% 1% 0.5%〜1.5%

生育保險 企業 0.8% 0.8% 0.8% 0.7% 1% 0.5%

住房公積金
企業 12% 7% 11% 7% 8%〜12% 13%

員工 12% 7% 11% 7% 8%〜12% －  

相關社會保險行政法規、部門規

章、地方法規為一體的、統一的

社會保險法律，請台商務必注意

發布的日期，以便因應。

◆制度四：工傷待遇

　 傾斜性勞動政策，無統一標準

有一家位於蘇州的台商公

司，目前遇到一個問題，一年前

該公司某25歲員工（月薪人民幣

1,500元）發生一件工傷事故，

已完成工傷認定及勞動能力鑒定

為7級傷殘，該公司聲稱，完全

按照規定來繳納社會保險，因此

根據計算，需賠償約人民幣10多

萬元，該公司諮詢需要賠償那麼

多嗎？

許多台商企業發生了工傷事

故，就遵照法律程序，辦理了工

傷認定及勞動能力鑑定等法律規

定的程序。按法律規定，被工傷

認定及勞動能力鑑定的員工，企

業不能解除（終止）該員工的勞

動合同，但是允許該員工主動提

出解除。

按照中國《工傷保險條例》

第34條規定，被鑑定為5、6級

的工傷職工，如果主動與企業解

除勞動合同，依同法第35條規

定，被鑑定為7級至10級的傷殘

職工，當勞動合同期滿終止，或

者員工本人提出解除勞動合同，

由企業支付用於後續工傷治療的

「一次性工傷醫療補助金與傷殘

就業補助金」，這是中國員工的

工傷待遇政策。

根據傷殘等級確定具體的

支付月數標準，由省、自治區、

直轄市人民政府規定，中央並無

統一標準。一般而言，企業如果

未為員工投保工傷保險，則所有

醫療費用、工傷待遇（補償）全

部都由企業負擔；如果有加入保

險，則大部分費用則是由工傷保

險基金負責，少部分由企業負擔

（如上述兩筆費用），這是中國

傾斜性的勞動政策（編按：傾向

於保護員工的利益、給員工大量

的權利）。

員工權利時代

法律與權力意識抬頭

值得台商注意的是，中國勞

動政策的趨勢變化，是在《勞動

合同法》實施後，整體經營環境

已經進入員工權利的時代了，中

國員工的法律意識、權利意識，

以及集體行動意識的表現，也將

越來越強。

以上所提出的部分勞動政

策，正是台商經常遭遇的問題，

這也說明了中國勞動政策的四個

特色──層級性、政策性、時效

性、地域性，在實務的處理上是

很複雜的勞動環境與法令因素，

經營者與人資人員必須智慧應

對、謹慎處理，否則引發勞動爭

議，將使勞資關係陷入緊張局

面，不利於企業的正常營運與人

資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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