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劳动合同法加班规定有哪些 劳动合同法
规定(优质7篇)

合同的签订对于维护劳动者的权益、促进劳动关系的稳定具
有重要意义。那么合同书的格式，你掌握了吗？下面是小编
为大家整理的合同范本，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劳动合同法加班规定有哪些篇一

第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条件、
程序，劳动者可以与用人单位解除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或者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
（一）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的； （二）劳动者提前30
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的； （三）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
前3日通知用人单位的； （四）用人单位未按照劳动合同约
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 （五）用人单位未及时足
额支付劳动报酬的； （六）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会保险费的； （七）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
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 （八）用人单位以欺诈、胁迫的
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劳动者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
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 （九）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中免除自
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 （十）用人单位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 （十一）用人单位以***、威
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者劳动的； （十二）
用人单位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危及劳动者人身安全的；
（十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
他情形。 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劳动合同法规
定的条件、程序，用人单位可以与劳动者解除固定期限劳动
合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或者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
的劳动合同： （一）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的； （二）
劳动者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三）劳动者
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 （四）劳动者严重失职，



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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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劳
动者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用人单位在违背
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 （七）劳动者
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八）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
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
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九）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
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十）劳动合同
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
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
达成协议的；十一）用人单位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进行重整
的； （十二）用人单位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 （十三）
企业转产、重大技术革新或者经营方式调整，经变更劳动合
同后，仍需裁减人员的； （十四）其他因劳动合同订立时所
依据的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
的。 第二十条 用人单位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的规定，
选择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解除劳动合同的，其额外支
付的工资应当按照该劳动者上一个月的工资标准确定。 第二
十一条 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 第二
十二条 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因任务完成而
终止的，用人单位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向
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第二十三条 用人单位依法终止工伤
职工的劳动合同的，除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支
付经济补偿外，还应当依照国家有关工伤保险的规定支付一
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伤残就业补助金。 第二十四条 用人
单位出具的解除、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应当写明劳动合同
期限、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日期、工作岗位、在本单位
的工作年限。 第二十五条 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法的规定
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
支付了赔偿金的，不再支付经济补偿。赔偿金的计算年限自
用工之日起计算。 第二十六条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了服
务期，劳动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
同的，不属于违反服务期的约定，用人单位不得要求劳动者



支付违约金。 有下列情形之一，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解除约定
服务期的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向用
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劳动合同法加班规定有哪些篇二

劳动法作为独立的法律体系，与产业革命的蓬勃发展及工人
运动的日益壮大密切相关。下面是小编收集的劳动合同法解
读加班，希望大家认真阅读!

为了保障劳动者劳逸结合，保持其身心健康，保证其有必要
的时间进行文化娱乐和科学技术学习，使其有必要的时间料
理家务、教育子女、改善健康状况和生活环境，我国宪法规
定了公民有休息权。为了保障公民的休息权，劳动法规定了
完整的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制度，本条的规定，是对劳动法
的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制度的补充。

目前，我国的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制度，主要体现为以下三
个方面：

1、实行劳动者八小时工作制

1994年的劳动法对八小时工作制作了完整的规定。即国家实
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
不得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劳动者
每周至少休息一日，这是法定的标准工作时间。对于实行计
件工作的劳动者的工时应参照八小时工时制度加以计算，合
理确定其劳动定额和计件报酬标准。当然，企业因生产特点
不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每周至少休息一日的制度的，经劳
动行政部门批准，可以实行其他工作和休息办法，但该其他
工作和休息办法必须使劳动者的休息权得到充分有效的保障。



1995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
又在劳动法的基础上对八小时工作制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即
职工每周工作四十小时。在特殊条件下从事劳动和有特殊情
况，需要适当缩短工作时间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这主
要是指在严重有害健康和劳动条件恶劣以及对女职工和未成
年工实行特殊保护的条件下实行的少于标准工作日时数的工
作时间制。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实行统一的工作时间，星期
六和星期日为周休息日;企业和不能实行星期六和星期日为周
休息日的事业单位，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安排周休息日。

2、规定法定节假日、年休假和职工探亲假等休假制度

在元旦、春节、国际劳动节、国庆节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
他休假日，用人单位必须安排劳动者休假。

国家实行带薪年休假制度。劳动者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享
受带薪年休假。年休假是指，职工每年在一定时期内享有保
留工作和工资的连续休息的时间。

根据《国务院关于职工探亲的规定》，享受职工探亲假的条
件是，凡是在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
单位工作满一年的职工，与配偶不在一起，又不能在公休假
日团聚的，可以享受探望配偶的待遇;与父母不在一起，又不
能在公休假日团聚的，可以享受探望父母的待遇。职工探亲
假，是指职工与配偶、父母团聚的时间。另外根据实际需要，
给予路程假。

3、对加班进行限制性规定

加班，也称延长劳动时间，是指用人单位经过一定程序，要
求劳动者超过法律、法规规定的最高限制的日工作时数和周
工作天数而工作。

为了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和身体健康，我国严格限制用人单



位延长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劳动法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不得违
反劳动法的规定延长劳动者的工作时间。这就是说，一般情
况下，用人单位不得随意安排劳动者加班。

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加班，依据我国劳动法的规定，需要注
意的以下几个问题：(1)首先，由于用人单位的生产经营需要，
确实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生产经营需要主要是指生产任务
紧急，必须连续生产、运输或者经营的。(2)其次，必须与工
会协商，经工会同意。用人单位决定安排劳动者加班的，应
把安排加班的理由、涉及人数、时间长短等情况向工会说明，
征得工会同意后，方可延长工作时间。如果工会不同意，不
可以强令劳动者加班。(3)再次，必须与劳动者协商。用人单
位决定安排劳动者加班的，应进一步与劳动者协商，因为加
班需要占用劳动者的休息时间，只有在劳动者自愿的情况下
才可以安排加班。如果劳动者不同意，亦不可强令其加班。
因为劳动者的休息权是法定的权利，任何人非依法定程序不
可剥夺。(4)此外，用人单位安排加班的时间长度必须符合劳
动法的限制性规定。根据劳动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安排劳动
者加班应严格控制延长工作时间的限度，一般每日不得超过
一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
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但是每月
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5)最后，正常情况下，用人单位是不
得随意要求员工加班的，但出现紧急事件，危害公共安全和
公众利益的情况下，法律允许用人单位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
适当突破上述规定。根据劳动法和有关国家规定，只有在下
列情形时，用人单位安排加班才不受上述条件的限制：发生
自然灾害、事故或者因其他原因，使人民生命安全健康和财
产安全遭到严重威胁，需要紧急处理的;生产设备、交通运输
线路、公共设施发生故障，影响生产和公众利益，必须及时
抢修的;必须利用法定节假日或者公休日的停产期间进行设备
检修、保养的;为完成国防紧急任务，或者完成国家在计划外
安排的其他紧急生产任务，以及商业、供销企业在完成收购、
运输、加工农副产品紧急任务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
情形。



当然，国家对加班人员也有一定的限制。根据劳动法和其他
国家有关规定对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保护的规定，禁止用
人单位安排未成年工、怀孕女工和哺乳未满12个月婴儿女职
工在正常工作日以外加班。

目前，强迫劳动者加班的现象在相当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
中普遍存在。有些用人单位以完成订单为借口，强令工人每
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严重损害了工人的身体健康，侵害
了工人的合法权益。有些用人单位通过扣发奖金、重罚等企
业内部纪律方式胁迫工人加班。有些用人单位的负责人在下
班前安排工作任务，而劳动者为了不至于失去饭碗，只能委
曲求全。本法针对这些问题明确规定了用人单位不得强迫劳
动者加班，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实践中，用人单位变相强迫劳动者加班主要表现为用人单位
通过制定不合理不科学的劳动定额标准，使得该单位大部分
劳动者在八小时制的标准工作时间内不可能完成生产任务，
而为了完成用人单位规定的工作任务，获得足以维持其基本
生活的劳动报酬，劳动者不得不在标准工作时间之外延长工
作时间，从而变相迫使劳动者不得不加班。

劳动定额是指在一定的生产和技术条件下，采用科学合理的
方法，对生产单位产品或完成一定工作量应该消耗的劳动量，
或在单位时间内生产产品或完成工作量所预先规定的限额标
准。劳动定额一般根据过去完成该项工作或类似该项工作的
实践经验来估算或者根据生产同类产品的统计资料为基础，
经过整理、分析来制定，或者是通过对生产技术组织条件的
分析，在挖掘生产潜力以及操作规程合理的基础上，在工作
地对相关作业进行全工作日跟踪测时来制定。为了保证定额
水平能够科学、先进合理，在制定定额时必需符合三条要求：
一是确定一个产品或者一项工作的工作消耗，必须要有科学
依据;科学依据是指设计文件、工艺文件、质量标准、过去定
额完成情况的统计资料，同行业同工种在条件相似情况下的
定额资料等。二是要总结和推广节约劳动的先进经验，挖掘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潜力，保证定额水平的先进性。三是要保
证相同工作定额的统一和不同工作(包括不同生产单位、不同
工种、不同产品)定额水平的平衡。

制定科学合理的劳动定额标准对于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极
其重要。根据劳动法和有关行政法规的规定，对实行计件工
作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应当根据每日八小时、每周四十小时
标准工作时间合理确定其劳动定额和计件报酬标准。这就是
说，计件工作的劳动者的劳动定额，应当是以多数劳动者在
正常工作的情况下，能在每天工作8小时以内、每周工作40小
时的法定工作时间以内完成的。超出这一标准，则应认定为
不合理的劳动定额标准。

根据这上述规定，用人单位有权自主确定实行计件工资制的
劳动者的劳动定额和计件报酬标准，但其制定的劳动定额或
者计件报酬标准应当遵循科学合理的原则;劳动定额、计件报
酬标准确定后应当保持稳定，用人单位可以根据生产经营的
需要，适当调整劳动定额，但是同样应当以大多数劳动者可
以在法定工时内完成的实际数额为限度，不得随意调整。在
此基础上制定的科学合理的劳动定额标准的，依据本法的规
定，用人单位应当严格予以执行。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劳动定额管理是由国家劳动保障部
门会同企业主管部门进行的。国家设立由各方面专家、部门
负责人组成的劳动定额管理委员会，国务院有关部门制订行
业劳动定额标准，企业依据“国标”和“部标”制订企业标
准。1989年国家劳动部和国家体改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
劳动定额标准工作的意见》，指出企业要加强劳动定额标准
工作，并对建立、完善和制定劳动定额标准等提出了具体要
求。但是，随着机构改革和部委的被撤销，专门负责制定劳
动定额标准的和管理的部门消失，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部门
和有关行业协会都不过问企业劳动定额问题，劳动定额制定
和管理基本处于无序状态。在这种无序状态下，一些用人单
位不是在岗位测评的基础上科学确定劳动定额，而是自己事



先设定一个预定工资额，然后再换算成定额，制定了许多即
使是熟练工在8小时内也完不成的劳动定额标准;一些用人单
位特别是非公企业随意提高劳动定额，变相压低劳动者工资，
使许多劳动者只好被迫“自愿”接受较长时间的加班，用人
单位还无需按法定标准向其支付加班工资;还有一些用人单位
将加班作为一种“企业文化”，将其与员工的“敬业精神”、
工资待遇、续签劳动合同、职务升迁等挂起钩来。据上海市
总工会对本市1000名职工的调查，认为企业劳动定额过高或
偏高的占26.3%，在实行计件工资的109名员工中，因完不成
劳动定额需经常加班的有92人，其中加班时间在1小时以内
的`占70.6%，2小时以内的占24%，其余的5.4%加班时间都在2
小时以上。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劳动执法大检查中发
现，一些企业随意修改劳动定额的现象非常普遍，“工人在8
小时工作时间内根本无法完成定额任务”，只能选择“自愿
加班”。

针对上述现象，劳动合同法在本条中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不得
变相强迫劳动者加班。用人单位违反上述规定的，应当依据
本法和劳动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同
时根据本法第四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
劳动定额标准管理制度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
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
定;在劳动定额标准实施过程中，工会或者职工认为用人单位
的劳动定额标准不适当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通过协商
作出修改完善。

加班费是指劳动者按照用人单位生产和工作的需要在规定工
作时间之外继续生产劳动或者工作所获得的劳动报酬。劳动
者加班，延长了工作时间，增加了额外的劳动量，应当得到
合理的报酬。对劳动者而言，加班费是一种补偿，因为其付
出了过量的劳动;对于用人单位而言，支付加班费能够有效地
抑制用人单位随意地延长工作时间，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根据劳动法和国家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在延长劳动者工作
时间的情况下应当支付高于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工资



报酬，即加班费。本条肯定了劳动法和国家其他有关规定关
于支付加班费的立法精神。

按照劳动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支付加班费的具体标准是：
在标准工作日内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
资的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工资报酬;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
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二百的工资报酬;法
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百分之三百的工资
报酬。

标准工作时间以外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和休息日、法定休假
日安排劳动者工作，都是占用了劳动者的休息时间，都应当
严格加以限制，高于正常工作时间支付工资报酬即是国家采
取的一种限制措施。但是，在上述三种情形下组织劳动者劳
动是不完全一样的，如法定休假日对劳动者来说，其休息有
着比往常和休息日更为重要的意义，也影响劳动者的精神文
体生活和其他社会活动，这是用补休的办法无法弥补的，因
此，应当给予更高的工资报酬。用人单位遇到上述情况安排
劳动者加班时，应当严格按照劳动法及本法的规定支付加班
费。属于哪一种情形的加班，就应执行法律对这种情况所作
出的规定，相互不能混淆，不能代替，否则都是违反劳动法
和本法的行为，都是对劳动者权益的侵犯，应当依法承担法
律责任。

根据本条的规定，变相强迫劳动者加班的，应当视为违反劳
动法的规定延长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劳动者可以依据劳动法
和本法的有关规定，要求用人单位补发其为了完成超过合理
数量的劳动定额而加班工作的工资报酬。

劳动合同法加班规定有哪些篇三

劳动合同法病假规定就是为广大员工提供的关于劳动法中对



员工的病假的相关规定，来看下面：

医疗期是指企业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公负伤停止工作治病休息
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限。

给予3个月到24个月的医疗期：(一)实际工作年限十年以下的，
在本单位工作年限五年以下的为3个月;五年以上的为6个月。

十年以上十五年以下为12个月;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的为18
个月;二十年以上的为24个月。

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治疗期间，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由企业
按有关规定支付其病假工资或疾病救济费，病假工资或疾病
救济费可以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但不能低于最低工
资标准的80%。

最新劳动法中对于病假工资是怎么规定的呢?下面梳理了相关
内容，供大家参考借鉴。

第四条 职工患病，医疗期内停工治疗在6个月以内的，其病
假工资按以下办法计发:

(一)连续工龄不满10年的，按本人工资的'70%发给;

(二)连续工龄满10年不满20年的，按本人工资的80%发给;

(三)连续工龄满20年不满30年的，按本人工资的90%发给;

(四)连续工龄满30年及其以上的，按本人工资的95%发给。

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可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上浮5%。

经济效益差，难以达到上述标准的企业，经本企业职工大会
或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可以适当下浮。



下浮的比例一般不超过各个档次标准的5%。

如情况特殊超过5%的，应报所在区县(自治县、市)劳动和社
会保障行政部门批准。

第五条 职工患病，医疗期内停工治疗在6个月以上的，其病
假工资按以下办法计发:

(一)连续工龄不满10年的，按本人工资的60%发给;

(二)连续工龄满10年不满20年的，按本人工资的65%发给;

(三)连续工龄满20年及其以上的，按本人工资的70%发给。

第六条 原系全国劳动模范、省(部)级劳动模范以及部队军以
上单位曾授予战斗英雄或曾荣立一等功并一直保持其荣誉的
职工，在病假期间，工资照发。

第七条 职工患病，在医疗期内停工治疗期间，每月领取的病
假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80%。

应按有关规定作退休、退职或一次性处理;属于大部分或者部
分丧失劳动能力的，医疗期满后，企业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并按有关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和医疗补助费。

第九条 凡弄虚作假，开假证明病休的，一经查实，按旷工处
理。

第十条 本规定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解释。

劳动合同法加班规定有哪些篇四

用人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劳动定额标准，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
迫劳动者加班。用人单位安排加班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向劳动者支付报酬。

【解读】

根据本条，用人单位应当制定科学合理的劳动定额标准。

劳动定额包括工时定额和产量定额：

工时定额，是指生产单位产品或完成一定工作量所规定的时
间消耗量，通俗地说就是“一名合格的工人做一个零件需要
一个小时，那单位对你的合理要求就应该是，你做一个零件
的时间也要在一个小时左右。”

产量定额，是指在单位时间内规定应生产产品的数量或应完
成的工作量，通俗地说就是“一名合格的工人在八小时内能
生产一百个零件，那单位对你的合理要求就应该是，你在八
小时内也要完成一百个零件左右。”

也就是说，用人单位不得任意制定劳动定额标准，例如明明
正常情况下一个清洁工八小时内只能扫一栋楼，往日往时的
劳动定额也是这般，那用人单位就不能突然要求清洁工八小
时内扫三栋。

那劳动定额标准应该怎么制定呢?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第四
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决定劳动定额管
理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
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
商确定。”所以按最理想的状况来说，劳动定额标准应该是
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确定，当然这个只是理想
状态，实践中通常是用人单位基于自身的自主经营管理权自
行做决定。如果用人单位劳动定额标准定得太高，一般劳动
者均无法在八小时内完成，怎么办呢?一般是通过加班的形式
解决。因为标准以内完不成工作任务，就只能用标准工作时
间以外的时间完成，而延长工作时间的事实一发生，支付加



班费的义务即接踵而来。目前实践中也基本没有劳动者状告
用人单位的劳动定额不科学、不合理的，因为没法儿告，法
院也很难审查清楚何种劳动定额标准是为科学或者不科学，
只能用限制加班时长和支付加班费的方式来约束劳动定额。

根据本条，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劳动者加班。也就是说，
加班必须自愿。为什么加班必须自愿呢?因为我国《宪法》第
四十三条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加
班实际上是在占用劳动者的休息时间，所以，加班必须自愿。
这一点在《劳动法》第四十一条说得很清楚：“用人单位由
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
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
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
超过三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根据这一条，
加班必须与劳动者协商，而且加班时间有限制，一般每日不
得超过1小时，特殊行业特殊原因的，每天最多不能超过3个
小时，每个月加班时限不能超过36个小时(笔者加注：换算过
来就是每周加班时限不能超过9小时，因此49小时也是特殊行
业特殊原因下的每周最长工作时间限制)。当然，前面本书在
解读本法第十七条的时候，也提及过，目前加班文化盛
行，“996工作制”“7×24小时工作制”喧嚣尘上，劳动者
工休息休假的权利并未得到应有保障【1】。

答案是：除了特殊行业以外【2】，加班真的必须自愿，用人
单位不得强迫劳动者加班。

来看案例，来自无讼案例《杭州市西湖区热意餐厅与左运能
劳动争议二审民事判决书》(浙杭民终字第1483号)的“本院
认为”部分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
一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劳动定额标准，不得强迫
或变相强迫劳动者加班。本案中，热意餐厅要求左运能在周
日加班，左运能予以拒绝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热意餐厅亦无
证据证明左运能当日阻止其他工作人员加班，故热意餐厅无
权向左运能主张该餐厅因不能及时出菜造成的损失。”在该



案中，左运能因为拒绝加班出菜导致餐厅被客人投诉，热意
餐厅以客人投诉造成损失为由从左运能工资中扣款1147元，
最终被法院判决悉数返还。

那怎样才算加班呢?

根据《劳动部关于职工工作时间有关问题的复函》(劳部
发[]271号)第一点规定：“应保证劳动者每天工作不超过8小
时，每周工作不超过40小时，每周至少休息1天。”可以知道，
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的任意一个，就算加班：1.每天工作时间
超过8小时。2.每周工作时间超过40小时。3.每周休息少于1
天。

那加班费应该怎么计算呢?

根据《劳动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
人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标准支付高于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工资
的工资报酬：(一)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
工资的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工资报酬;(二)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
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二百的工资
报酬;(三)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
百分之三百的工资报酬。”。也就是我们说的平时加班150%，
周末加班200%，节假日加班300%。

这里有两点要注意：

第一，《劳动法》第四十四条的第(二)项说了，只有休息日
安排劳动者工作才存在安排补休的可能，换句话说，法定节
假日安排工作，是不能安排补休的，只能选择支付加班费。
原理何在?因为节假日承载有特殊的意义，无可替代，年过了
就是过了，时间可以补回来，年味儿是补不回来的;中秋过了
就是过了，时间可以补回来，团圆的意义是补不回来的。

第二，法定节假日是带薪假期(与周末不同，周末是不计薪



的)，即使不上班依然有100%的工资，因此法定节假日上班的
实发工资应该是100%+300%=400%。

张三的日工资是2175/21.75=100【3】

10月1日-10月4日为国庆节和中秋节法定节假日，不可调休，
此外法定节假日是带薪假期，因此这四天里每天都能领
到400%的工资：100×400%×4=1600。

10月5日-10月8日为休息日的调休安排，这四天如果单位事后
安排调休，可以不发加班费。如果没有安排调休，则应
发：100×200%×4=800。

也就是说，如果用人单位没有安排调休，张三这8天的工资总
额为：1600+800=2400。

比张三普通上班一个月的工资还多!

上述例子的计算中有一个前提，即是笔者为了方便，预设张
三的加班工资计算基数为2175元。然而实践中的加班工资计
算基数确认起来并没有那么简单，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现实中常见的工资基数的确定方法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按照劳动者的基本工资(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的月工
资)确定。

持这种观点的依据有几个：

一个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条文的说明》(劳办发
[1994]289号)在第四十四条将加班工资的计算基数解释
为“用人单位规定的其本人的基本工资”。一些法院据此认
为，“基本工资”是指员工工资结构中不变的、保底的部分，
不包括津贴、奖金、补贴等辅助性工资，因此加班工资的计
算基数应以劳动者的基本工资为准，不包括辅助性工资。



二个是是《劳动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加班工资时，就明确说明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标准支付高于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
工资的工资报酬”，一些法院会据此认为应该以“劳动者正
常工作时间的月工资”作为加班工资的计算基数，这个基数
自然不包括非非常规性奖金、福利性、风险性收入等项目。

例如无讼案例《盛佳良与嘉兴东方钢帘线有限公司劳动争议
二审民事判决书》(浙嘉民终字第52号)的“本院认为”部分
即写道：“盛佳良主张加班工资应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月工
资计算，而东方公司则主张劳动合同的月工资系由基本工资
和其他津贴组成，应按其中的基本工资计算。对此，本院认
同东方公司的意见，理由为，我国立法规定的工资由基本工
资和辅助工资构成，加班工资为常见辅助工资之一，其余像
奖金、津贴(补贴)等亦属于辅助工资。辅助工资通常以基本
工资作为其计算基准，此即基本工资基准性的反映。原劳动部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条文的说明》第四十
四条即规定，加班工资计算基数‘指的是用人单位规定的其
本人的基本工资’。”

再例如在无讼案例《张能全与上海合久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劳
动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沪02民终2230号)的“本院认
为”部分也写道：“根据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对月工资
有约定的，加班工资基数应按双方约定的正常工作时间的月
工资来确定，因此加班工资的计算基数应当是劳动者的正常
出勤工资，该月工资应当扣除非常规性奖金、福利性、风险
性等项目。张能全所述的岗位津贴……是奖金的组成部分，
参杂有考核因素、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张能全关于将岗位
津贴计入加班工资计算基数的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张
能全、合久公司劳动合同中约定工资标准是上海市最低工资
标准，结合合久公司支付张能全的工资组成分析，合久公司
按照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为加班工资的计算基数，并未违反
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认同。”

第二种，按照地方性规定确定。



对于加班工资的计算基数，全国各地有大量的不一致的地方
性规定，以北上广深为例，对于加班工资的计算基数，《北
京市工资支付规定》第四十四条规定“劳动合同有约定的按
约定，没约定的按集体合同的约定，集体合同也没约定的按
照劳动者本人正常劳动应得的工资确定。”《上海市企业工
资支付办法》第九条规定“劳动合同有约定的按约定，没约
定的按集体合同的约定，集体合同也没约定的按照劳动者本
人正常出勤的月工资的70%确定。”《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
第二十条规定“加班基数为劳动者本人日或者小时正常工作
时间工资。”《深圳市员工工资支付条例》第十八条规
定“加班基数为工本人正常工作时间工资。”当然，除北上
广深以外，在其他省份，地方性规定在裁判中也扮演着重要
角色。

例如无讼案例上的《大连上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与张国强追
索劳动报酬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5大民五终字第1353
号)一案中，法院即引用《辽宁省工资支付规定》第二十二
条“劳动合同、集体合同均未约定的，按照劳动者本人正常
工作应得的工资确定。”的规定，认定“加班工资的计算基
数应按照上诉人张国强的正常劳动应得的工资确定。”

再例如无讼案例上的《上诉人徐银珍与被上诉人南京原德服
饰有限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经济补偿金纠纷一案的民事判决
书》(2015宁民终字第7860号)一案中，法院也引用《江苏省
工资支付条例》第六十四条第(三)项“前两项无法确定工资
标准的，按照劳动者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计算，其中劳动者
实际工作时间不满十二个月的按照实际月平均工资计算。”
的规定，支持了徐银珍以月平均工资作为加班费计算基数的
主张。

第三种，按劳动合同约定的标准确定。

实践中，如果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工
资数额的，有部分判决会在不引用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



直接适用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数额作为加班工资计算基数。
当然如果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加班工资的算基数的，部分
法院也会认为这是双方协商合意的结果，应当予以尊重。

例如无讼案例《厦门希萌塑胶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与袁飞劳动
争议二审民事判决书》(2015厦民终字第770号)的“本院认
为”部分即写道：“因双方在劳动合同中未约定加班工资计
算基数，故原审判决认定以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作为加
班工资计算基数并无不当，希萌公司主张按厦门市最低工资
标准为加班工资的计算基数，以及袁飞主张以其实际领取工
资为加班工资计算基数的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支持。
”

再例如无讼案例《周立明与无锡市锡西模锻厂追索劳动报酬
纠纷再审复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2015苏审三民申字
第01360号)的“本院认为”部分写道：“本案中，申请人与
锡西模锻厂在1月16日签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中，双方协
商约定加班工资计发基数的月标准为850元，而201月无锡市
最低工资标准为850元。故该约定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对
双方均有约束力……故一、二审法院以此作为加班工资计算
基数并无不当。”

第四种，按公司的规章制度或集体合同来确定。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用人单位可以制定与劳动报酬
有关的、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因此用人单
位在规章制度中规定加班工资计算基数有其合理性。而《集
体合同规定》第八条、第九条也规定，用人单位可以就用人
单位工资水平、工资分配制度、工资标准和工资分配形式与
劳动者进行协商约定，因此用人单位同样可以在集体合同中
规定加班工资计算基数。在按照单位规章制度(例如《员工手
册》)或集体合同规定的加班工资计算基数执行发放加班费时，
如这个加班费基数并无不合理之处(例如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
标准)，在以往执行时劳动者也未提出过异议，则法院也有可



能采纳这种标准。

例如无讼案例《侯永雄,广东肇庆动力技研有限公司与劳动争
议二审民事判决书》(2015肇中法民一终字第2号)的“本院认
为”部分即写道：“侯永雄在该公司工作期间，双方均按照
公司制度执行加班工资计算，侯永雄对此知情，也无异议，
应当认定双方对加班工资的计算达成合意。因此，原审法院
认定加班工资的计算基数以动力技研公司《广东肇庆动力技
研有限公司关于加班费标准计算和管理政策方面的说明》中
的规定进行核算正确，本院予以支持。”

再例如无讼案例《孙兆强与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劳动争议
二审民事判决书》(2016皖02民终92号)的“本院认为”部分
也写道：“奇瑞公司生效的《集体合同》中约定，加班费的
计算基数以固定工资为准，若固定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
准，则以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为计算基数。绩效工资作为浮动
发放的项目，每月发放的数额并不确定。该约定未将浮动发
放的绩效工资纳入加班工资计算基数，并不不违反劳动法第
四十四条规定。原审依据《集体合同》中对加班工资的约定，
对孙兆强的加班工资进行核算并无不当。”

第五种，其他标准。

另外还有少数案例会提出一些其他的加班工资计算基数认定
标准，例如以以往发放加班工资时默认执行的加班基数为标
准，以“基本工资+辅助工资”为标准等。例如无讼案例《廖
绍华、惠东县港东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劳动争议再审审查与审
判监督民事裁定书》(粤民申10460号)中，法院以以往用人单
位发放加班工资时一贯遵循的标准作为加班工资的计算基数
标准，认为“廖绍华在长达5年的工作期间，未对加班费计算
基数提出异议，且上述基数也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因此
对用人单位的做法进行了认可。再例如《福建众益太阳能科
技股份公司、黄振宗劳动争议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
书》(2016闽民申2242号)中，法院引用了国家统计局《关于



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第三条、第四条、第十一条规定以及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三条规定，认为“工资总额由计时
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特殊
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组成”因此原审法院以“正常工作时间工
资+绩效奖金+奖励+补贴”的标准作为加班工资的计算基数符
合法律规定。

答：以上加班工资计算基数确定原则虽然五花八门，但是总
体上呈现出一种“有约定按约定，无约定再找其他原则确
定”的规律，因此，用人单位可以利用这一点先发制人，即
在劳动合同或集体合同文本中，明确约定加班费计算基数!

劳动合同法加班规定有哪些篇五

不得安排女职工在怀孕期间从事国家规定的第三级体力劳动
强度的劳动和孕期禁忌从事的劳动。

对怀孕七个月以上的女职工，不得安排其延长工作时间和夜
班劳动。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4条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遵守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的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将本单位属于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的岗
位书面告知女职工。

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由本规定附录列示。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6条规定：

女职工在孕期不能适应原劳动的，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医疗机
构的证明，予以减轻劳动量或者安排其他能够适应的劳动。



对怀孕7个月以上的女职工，用人单位不得延长劳动时间或者
安排夜班劳动，并应当在劳动时间内安排一定的休息时间。

怀孕女职工在劳动时间内进行产前检查，所需时间计入劳动
时间。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5条及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第23条规定：

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降低其工资，且晋
职晋级、评定专业技术职务不受影响。

因此，不要觉得女员工怀孕了，只要不与其解除劳动合同便
不违法。

降薪、降职、调岗(增加工作量或延长工作时间)、产检假按
事假处理等，都属于违反孕期女员工劳动保护的行为。当事
员工可据此要求解除劳动合同，支付n倍经济补偿金。

此外，《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7条规定：

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其中产前可以休假15天;

难产的，增加产假15天;

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1个婴儿，增加产假15天。

女职工怀孕未满4个月流产的，享受15天产假;

怀孕满4个月流产的，享受42天产假(7个月以上遇死胎、死产
和早产不成话75天)。



劳动合同法加班规定有哪些篇六

你知道劳动法里面有哪些特别规定吗，下面小编为大家精心
搜集了一篇“劳动合同法的特别规定”，欢迎大家参考借鉴，
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第五十一条 企业职工一方与用人单位通过平等协商，可以就
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
等事项订立集体合同。集体合同草案应当提交职工代表大会
或者全体职工讨论通过。

集体合同由工会代表企业职工一方与用人单位订立;尚未建立
工会的用人单位，由上级工会指导劳动者推举的代表与用人
单位订立。

第五十二条 企业职工一方与用人单位可以订立劳动安全卫生、
女职工权益保护、工资调整机制等专项集体合同。

第五十三条 在县级以下区域内，建筑业、采矿业、餐饮服务
业等行业可以由工会与企业方面代表订立行业性集体合同，
或者订立区域性集体合同。

第五十四条 集体合同订立后，应当报送劳动行政部门;劳动
行政部门自收到集体合同文本之日起十五日内未提出异议的，
集体合同即行生效。

依法订立的集体合同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具有约束力。行业
性、区域性集体合同对当地本行业、本区域的用人单位和劳
动者具有约束力。

第五十五条 集体合同中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等标准不得低于
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的劳动
合同中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等标准不得低于集体合同规定的



标准。

第五十六条 用人单位违反集体合同，侵犯职工劳动权益的，
工会可以依法要求用人单位承担责任;因履行集体合同发生争
议，经协商解决不成的，工会可以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

第五十七条 经营劳务派遣业务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注册资本不得少于人民币二百万元;

“(二)有与开展业务相适应的固定的经营场所和设施;

“(三)有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劳务派遣管理制度;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经营劳务派遣业务，应当向劳动行政部门依法申请行政许
可;经许可的，依法办理相应的公司登记。未经许可，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劳务派遣业务。”

第五十八条 劳务派遣单位是本法所称用人单位，应当履行用
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义务。劳务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
的劳动合同，除应当载明本法第十七条规定的事项外，还应
当载明被派遣劳动者的用工单位以及派遣期限、工作岗位等
情况。

劳务派遣单位应当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二年以上的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按月支付劳动报酬;被派遣劳动者在无工作期间，
劳务派遣单位应当按照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
向其按月支付报酬。

第五十九条 劳务派遣单位派遣劳动者应当与接受以劳务派遣
形式用工的单位(以下称用工单位)订立劳务派遣协议。劳务
派遣协议应当约定派遣岗位和人员数量、派遣期限、劳动报



酬和社会保险费的数额与支付方式以及违反协议的责任。

用工单位应当根据工作岗位的实际需要与劳务派遣单位确定
派遣期限，不得将连续用工期限分割订立数个短期劳务派遣
协议。

第六十条 劳务派遣单位应当将劳务派遣协议的内容告知被派
遣劳动者。

劳务派遣单位不得克扣用工单位按照劳务派遣协议支付给被
派遣劳动者的劳动报酬。

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不得向被派遣劳动者收取费用。

第六十一条 劳务派遣单位跨地区派遣劳动者的，被派遣劳动
者享有的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按照用工单位所在地的标准
执行。

第六十二条 用工单位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执行国家劳动标准，提供相应的劳动条件和劳动保护;

(二)告知被派遣劳动者的工作要求和劳动报酬

(三)支付加班费、绩效奖金，提供与工作岗位相关的福利待
遇;

(四)对在岗被派遣劳动者进行工作岗位所必需的培训

(五)连续用工的，实行正常的工资调整机制。

用工单位不得将被派遣劳动者再派遣到其他用人单位。

第六十三条 被派遣劳动者享有与用工单位被派遣劳动者享有
与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同工同酬的权利。用工单位应当按照同



工同酬原则，对被派遣劳动者与本单位同类岗位的劳动者实
行相同的劳动报酬分配办法。用工单位无同类岗位劳动者的，
参照用工单位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岗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确
定。

“劳务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的劳动合同和与用工单
位订立的劳务派遣协议，载明或者约定的向被派遣劳动者支
付的劳动报酬应当符合前款规定。”。

第六十四条 被派遣劳动者有权在劳务派遣单位或者用工单位
依法参加或者组织工会，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第六十五条 被派遣劳动者可以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
八条的规定与劳务派遣单位解除劳动合同。

被派遣劳动者有本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二项
规定情形的，用工单位可以将劳动者退回劳务派遣单位，劳
务派遣单位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可以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

第六十六条 劳动合同用工是我国的企业基本用工形式。劳务
派遣用工是补充形式，只能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
工作岗位上实施。

“前款规定的临时性工作岗位是指存续时间不超过六个月的
岗位;辅助性工作岗位是指为主营业务岗位提供服务的非主营
业务岗位;替代性工作岗位是指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因脱产学习、
休假等原因无法工作的一定期间内，可以由其他劳动者替代
工作的岗位。

“用工单位应当严格控制劳务派遣用工数量，不得超过其用
工总量的一定比例，具体比例由国务院劳动行政部门规
定。”。

第六十七条 用人单位不得设立劳务派遣单位向本单位或者所



属单位派遣劳动者。

第六十八条 非全日制用工，是指以小时计酬为主，劳动者在
同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小时，每周工
作时间累计不超过二十四小时的用工形式。

第六十九条 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可以订立口头协议。

从事非全日制用工的劳动者可以与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用人单
位订立劳动合同;但是，后订立的劳动合同不得影响先订立的
劳动合同的履行。

第七十条 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不得约定试用期。

第七十一条 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通
知对方终止用工。终止用工，用人单位不向劳动者支付经济
补偿。

第七十二条 非全日制用工小时计酬标准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
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

非全日制用工劳动报酬结算支付周期最长不得超过十五日。

劳动合同法加班规定有哪些篇七

第五十四条 集体合同订立后，应当报送劳动行政部门;劳动
行政部门自收到集体合同文本之日起十五日内未提出异议的，
集体合同即行生效。

依法订立的集体合同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具有约束力。行业
性、区域性集体合同对当地本行业、本区域的用人单位和劳
动者具有约束力。

第五十五条 集体合同中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等标准不得低于



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的劳动
合同中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等标准不得低于集体合同规定的
标准。

第五十六条 用人单位违反集体合同，侵犯职工劳动权益的，
工会可以依法要求用人单位承担责任;因履行集体合同发生争
议，经协商解决不成的，工会可以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

第二节 劳务派遣

第五十七条 经营劳务派遣业务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