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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时和工资这两个要素与员工关系密切’企业管理者和员工都十分重

视’而且处理不当易弓｜发大量的劳动争议与纠纷。例如’员工离职当月的

工资金额与计算方式往往会受到员工的质疑’无论HR从业者是采用正算

法还是反算法’员工都会觉得自己的工资被算少了;有些员工也会质疑

HR从业者为什么不是用21.75天计薪曰来计算当月工资;又如’如何计算

非周末双休的企业的工时’等等。因此’本书既会对上述内容进行拆解、

详析’也会通过实例｀问答、思考等形式介绍HR从业者在实际操作中的

处理技巧°

工时和工资这两个要素还与薪酬与员工关系模块密切相关。在薪酬模

块中’HR从业者往往更关注薪酬体系的设计、薪酬架构的设计和薪酬策

略的设计。开展这些工作的前提都是薪酬管理工作具备一定的合法性。因

此’HR从业者必须要掌握与之相关的法律规定’这也是本书的重点内容

之一。

工时和工资这两个要素还与笔者另外＿本书—《企业灵活用工实操

手册》中的部分知识相关。例如’各类用工形式所对应的收人种类,包括

但不限于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经营所得’等等。这两本书结合

起来’可以帮助HR从业者形成完美的知识闭环°

在多年的人力资源管理及培训咨询工作经历中’笔者发现’由于种种

↑



工时与工资实务操作指南及疑难解析

原因,许多HR从业者并没有做到对人力资源六大模块的知识融会贯通’

或者在工作中给下—个环节的同事制造难题,或者自己变成了‘‘背锅侠”°

因此’本书不仅适合员工关系从业人员及企业法务人员阅读’也适合负责

人力资源管理各个模块的HR专员学习和使用。

未来,工资、社保、公积金、个税、流水的‘‘五统一”将让企业管理

者意识到合规的重要性。如何合法、合理地降低企业的用工成本也成了

HR从业者的必修课。本书及接下来将要出版的《从人职到离职企业用工

文本全方位解析》一书将从人力资源劳动用工管理的角度出发’针对企业

日常的用工问题,帮助HR从业者梳理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相关问题’帮

助企业更好地进行用工风险控制。

作为国内首位线上讲授“社保归税后企业用工成本管控’’课程的讲

师’笔者将相关的直播课、系列课及多地企业内训的内容与经验融人本

书’分享给读者’帮助大家更有效地学习新技能、掌握新技能、应用新

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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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工作时间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灵活运用



A员工:小陈’咱们每个月的工作天数是不是不一样啊?

小陈:对啊’有的月份的工作日是22天,有的月份可能只有20天。

A员工:咱们每天上班就会有工资’对吧?

小陈:对的°

A员工:我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法规上说算工资的时候要按每月

21.75天算呢?



第＿章工作时间在人力资源筐理中的灵活运用

第＿节21.75、 20.83和20.92的前世今生

在工时与工资的相关计算中’经常会出现2l.75和20.83这两个数字’

有时还会看到2092。那么’这3个数字分别是怎么计算得来的呢?具体

计算方法如图lˉl所示。

＼

l04天） ÷l2月＝2175天

匀工作时间和工资折算问题的通知》

月计薪日: （365天＿］04天） ÷l2

《关于职工全年月平均工作时间和

（劳社部发〔2008〕3号）

＼

乡

～
天｜
｜
｜
｜
｜
么

＿
咖

～
—
—

—
｀
）.年工作日: 365天-l04天（休息日）＿ll天（法定节假日

·季工作日: 250天÷4季＝62。5天／季

.月工作日: 250天÷l2月≡20.83天／月●

图lˉl 2175、 2083和20.92的计算方法

20.83这个数字来自于《关于职工全年月平均工作时间和工资折算问

题的通知》（劳社部发〔2008〕3号）’ 由于当时是以国有企业｀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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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主要参考对象’因此计算的是以365天为一个周期的时间段内’周末

休息曰有多少天’法定节假日有多少天。由此推算出＿个年度内’劳动者

在企业内的年度工作日｀季度平均工作日及月度平均工作日。

（1）休息日的计算方法为: 365（一年的天数）除以7（—周的天数）,

得到52周’每周共有2个休息日’因此全年共有104个休息日。

（2）法定节假日:元且假期1天（1月1曰）’春节假期3天（农历除

夕和正月初＿、初二）’清明假期1天（农历清明当曰）,劳动节假期l天

（5月l日）’端午假期1天（农历端午当日）,中秋假期1天（农历中秋当

曰）’国庆假期3天（l0月l日、2曰、3曰）’共1l个法定节假日°

由此’我们算出年度工作日为250天’季度平均工作曰为625天’月

度平均工作日为20.83天。由于企业每个月都需要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

因此HR从业者在计算工作时间的时候’月度工作日数就以20.83天为

准了°

2175的计算方法也可以追溯到这个文件中’从计算20.83天工作曰的

公式中我们发现,法定节假曰是不作为工作曰来计算的。但是’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第51条的规定’法定节假

曰是带薪的。于是在计算工资的过程中’法定节假日不予扣除,由此得到

了月度平均计薪日为21.75天。

20.92这个数字现在已经很少看到了。在《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

法》（国务院令第513号）出台之前’也就是1999年到2007年这段时间,

我国的法定节假日只有l0天。根据上述计算公式’在法定节假日只有l0

天的前提下,月度平均工作日则为20.92天。

4



 

 



第＿三工作时间在人力资源营理中的灵活运用

第二节20.83和21.75的适用范围差异

在理解了20.83和2l.75的前世今生后’无论是薪酬专员还是员工关

系专员都要非常清楚这两个数字的适用范围差异’具体差异如图l＿2所示。

■ ■

2l.75的适用

范围

∏■

■■

20.83的适用

. 范围

∏■

图lˉ2 2083和2l.75的适用范围

若用＿句话概括这两者最大的适用差别’那就是算工时的时候用

20.83’算工资的时候用2175。在实务操作中’虽然HR从业者在计算劳

动者工资的时候需要先计算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但是工作时间的功能并

不仅仅局限于核算工资°例如’我们在后面章节介绍综合工时制的工作时

间计算方法时’就会用到20.83这个数字;又如在—些非法定假期的时限

计算中’如果劳动者经常请病假’那么HR从业者该如何计算医疗期时长

呢?在实际操作中会倾向于用20.83天作为—个月度来判断。如果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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