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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劳资对话平台 ， 劳动关系日
趋和谐。 通过开展集体协商 ， 搭建劳
资对话的平台 ， 为职工表达合理诉求
畅通了渠道 ， 切实起到了 “润滑剂 ”
和 “减压阀 ” 的作用 ， 劳动关系日益
和谐 。 如 ： 某商务楼宇中的企业职
工 ， 曾因为劳资矛盾等问题发生过
胁迫老板跳楼的事件 ， 通过工资集
体协商 ， 该楼宇中 42家企业的劳资
双方有了平等对话的平台 ， 企业行政
和员工之间沟通顺畅了 ， 劳资矛盾缓
解了， 劳资关系呈现出和谐稳定的局
面。

规范企业用工行为 ， 职工权益得
到维护。 通过开展集体协商 ， 全区企
业用工制度和薪酬管理制度得到了有
效的规范 ， 职工合法权益得到了有效
维护， 劳动争议案件数逐年下降。 如：
某酒店2011年劳动争议案件十多起， 集
中在工资支付等问题上 ， 是该地区的
不和谐因素 。 区 、 街两级工会针对企
业情况制定了有效的工作方法 ， 逐步
指导企业以协商的方式健全完善工资
支付办法、 明确职工工资涨幅 。 自开
展集体协商以来 ， 企业不断调整用工
行为， 充分尊重职工的权利 ， 努力营
造 “体面劳动 ” 的氛围 ， 未再发生一
起劳动争议案件。

降低人员流动性 ， 企业效益稳步
增长。 随着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深入
开展， 区域性 、 行业性协商标准的日

益明确 ， 企业间的恶性竞争降低了 ，
员工队伍日趋稳定 ， 企业获得稳步发
展的机会 。 如 ： 簋街共有餐饮企业88
家， 职工2301人， 曾出现员工为了涨50
元频繁跳槽的情况 ， 在开展行业性工
资集体协商后 ， 辖区企业执行行业协
商确定的12个工种的岗位工资标准 ，
员工流动性显著降低 ， 假期用工荒情
况得到有效缓解 ， 效益逐年提高 ， 簋
街也逐渐发展成为全国著名的特色美
食街区。 北京三替城市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工会主动与公司各作业现场员工
进行有效沟通， 收集员工的基本信息、
工资水平和增长预期 ， 建立合理的工
资增长标准 ， 切实体现员工心声 ， 职
工流动率从以前的20%下降为12%， 企
业效益逐年稳步提高。

调动员工积极性 ， 劳资双方利益
共享 。 通过建立工资集体协商机制 ，
职工的工资不再由企业经营者单方说
了算， 而是由职工代表与经营者通过
平等协商决定 。 协商体现了企业经营
者对职工的尊重和关心 ， 通过协商 ，
企业老板与职工的距离近了 ， 企业的
生产经营目标逐渐成为经营者与职
工 的共同目标和责任 ， 生产保证了 ，
企业效益就得到增长 ， 职工的劳动报
酬得到提高 ， 职工的劳动条件得到改
善， 职工就更加为企业发展努力 ， 企
业与职工间形成了效益共创 、 责任共
负、 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

体。 如 ： 北京宏源餐饮公司每年广泛
征求职工意见确定协商主题 ， 从最初
的涨工资上保险， 到落实5天8小时工
作 制 ， 通 过 协 商 解 决 职 工 最 关 心 、
最迫切解决的重点问题。 2013年底提
出了 “通岗 ” 薪资调整办法 ， 充分提
高了职工的技能水平 、 调动了职工为
企业发展出谋划策的积极性 ， 实现
了劳资双方共创共享企业发展成果的
目标。

提升社会地位 ， 工会发挥桥梁纽
带作用 。 通过指导企业建立工资集体
协商机制 ， 规范企业用工行为 ， 调动
员工积极性 ， 拉近企业与职工间的距
离， 既维护了职工的合法权益 ， 又
促进了企业的发展 ， 东城区各级工会
得到了企业和职工的认可 。 如： 区、
街两级工会指导建国门街道辖区某
外 资企业建立了协商机制 。 2012年
《劳动合同法》 修正案出台后， 该企业
行政在没有征求工会和职工意见的情况
下出台了职工劳动关系平移方案。 企业
工会代表职工提出意见未果 ， 劳 资 双
方 出 现 了 僵局 。 企业工会主动找 到
区 、 街工会帮助协调解决 。 两级工
会在充分了解情况后 ， 指导职工依法
理性表达诉求 ， 向企业行政讲解了
相关法律法规 ， 引导劳资双方充 分
利 用集体协商平台相互沟通 ， 最终
达成了共识 ， 实现了劳动关系的平稳
过渡。

前不久， 东城区总工会被授予
“全国工会贯彻落实工资集体协商三
年规划先进集体”。 这是对东城区总
工会近年来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充
分肯定。

东城区以“全覆盖、 真协商、
享成果” 为工作目标， 以“重质量、
可持续” 为工作核心， 以“深化内
容、 拓展形式、 规范程序、 提升质
量” 为工作着力点， 不断拓宽思路、
创新举措， 采取“建制、 规范、 提
高” 渐进式的方法， 推动工资集体
协商工作不断深入。 全区工资集体
协商建制率稳步增长， 协商程序更
加规范， 协商形式呈现多样， 协商
内容贴近实际， 协商质量逐年提高，
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截至目前， 全区签订集体合同
的企业11814家， 覆盖职工172127
人， 签订率达99.88%； 签订工资专
项合同的企业11784家， 覆盖职工
171851人， 签订率达99.63%， 占
已签订集体合同企业的99.75%； 签
订女职工专项合同11814家， 覆盖
职工104407人， 签订率达99.88%，
占已签订集体合同企业的100%。
全区共有125家百人以上企业， 签
订集体合同的122家， 签订率达到
97.6%； 签订工资专项协议的121
家， 签订率达到96.8%。 经自检自
查和重点抽查， 全区建制企业履约
率达到100%， 职工抽样调查满意
率达到97.19%。

与2010年相比， 新签订集体合
同的企业为3387家， 新覆盖职工
65398人， 签订率由93.40%提升至
99.88%； 新签订工资专项协议企业
为3556家， 新覆盖职工68645人，
签订率由91.2%提升至99.63%； 新
签订女职工专项协议企业为3671
家， 新覆盖职工39668人， 签订率
由95.9%提升至99.88%。 高建制率
是如何取得的？ 请随本报一起了解
东城区总工会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
突出做法。

东城区总工会 “深入推进工资集体协商三年行动” 工作会

东城区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取得长足发展
□通讯员 王艳 图片由东城区总工会提供

启动深入推进工资集体协商三年行动
计划之初， 东城区成立了领导小组， 制定
了 《深入推进 “工资集体协商三年行动 ”
实施方案》， 明确了指导思想、 工作目标、
工作重点、 工作措施和工作要求； 领导小
组成员单位各负其责、 密切配合， 2011年，
分国有、 非公、 外资三个类型召开座谈会，
提高企业行政对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认识；
2012年 ， 深入企业 “一对一 ” 上门服务 ，
现场指导企业开展协商工作； 2013年， 分
组对企业和街道、 社区进行了工资集体协
商工作重点抽查。 2014年， 召开百人以上
未独立建立工资集体协商机制的企业工作
座谈会。

全区上下形成了 “党委领导、 政府负
责、 工会力推、 社会协同、 企业和职工参
与 ” 的工作格局 。 自2010年9月以来 ， 在
《新东城工会报》 上登载各街道、 企业开展
工资集体协商的先进经验和典型事迹信息
121篇， 专栏25篇， 专版21版， 提高了全区
劳资双方开展协商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增强了企业 、 职工对协商工作的认同感 。
编印并向全区建会企业发放了 《工资集体
协商指导手册》， 系统归纳了工资集体协商
工作的相关法律文件、 基础知识、 典型经
验等内容， 为基层开展工作提供了支持帮
助； 4000余份工资集体协商宣传海报广泛
张贴在企业、 社区、 楼宇中， 深入宣传工
资集体协商工作， 在全区营造浓厚的舆论

氛围。
按照 “两个普遍” 的要求， 东城区始

终坚持开展工资集体协商与建会工作同步、
与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同步、 与签订集
体合同和女工专项合同同步、 与和谐劳动
关系企业创建同步。 在各级工会组织的积
极努力下， 全区各类已建会企业普遍开展
工资集体协商工作， 基本实现了建制工作
“全覆盖”。

一是通过建立社区、 楼宇区域协商机
制， 再指导区域协议覆盖的企业中效益较
好的企业开展二次协商， 签订补充协议等
方式 ， 基本实现中小型非公企业 “全覆
盖”； 二是在 同 行 业 企 业 集 中 、 行 业 类
型相似的地区建立行业协商机制， 制定岗
位工资标准， 实现重点行业的 “全覆盖”；
三是推动具备条件的25人以上企业， 特别
是百人以上企业 、 外商投资企业和世界
500强驻京企业独立建制， 佳能 （中国）、
三菱商事 （中国）、 华信石油等企业相继建
制， 基本实现规模企业 “全覆盖”； 四是对
职工工资不随企业经济效益增长而增长的，
因劳动报酬引发的劳资矛盾突出、 劳动争
议多发、 职工诉求强烈的等 “五类 ” 企
业 ， 重点跟踪 、 动态掌握企业情况 ， 协
助企业查找并整改分配制度中的漏洞， 指
导企业根据行业工资指导价位协商确立
合理可行的工资增长办法， 实现五类重
点企业 “全覆盖”。

东城区总工会制定 《工资集体协
商规范指引标准》， 要求各单位认真按
照标准开展协商 ， 紧紧抓住协商的各
个环节： 在产生代表 、 调查研究 、 确
定议题等协商准备环节 ， 要充分征求
职工意见 ， 发挥职工的民主参与 、 民
主推荐作用 ； 在要约应约 、 正式协商
等环节， 要设专人完整准确记录会议
全过程， 严格按照职代会程序进行审
议； 合同签订后要报区人力社保局备
案并及时公示 ， 确保协商程序完整 、
合法； 合同履行情况要向职代会汇报，
发挥职代会的民主决策 、 民主监督作
用。 将协商的全过程置于职工和法律
的监督下， 依法合规地开展协商 ， 确
保协商程序的合法性和协商结果的有
效性。

同时 ， 东城区总工会不断丰富协
商内容、 创新协商形式 ， 不断提高全
区协商工作质量。

在内容上 ， 不局限于只谈最低工
资标准和涨幅 ， 而是将协商重点向职
工工资与企业效益挂钩 、 加值班工资
基数、 奖金分配办法 、 员工福利等内
容拓展， 特别是明确了各岗位的工资
标准， 实现了协商向职工利益焦点倾
斜、 职工工资增长与企业效益增长同
步， 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
同步 。 针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特殊性 ，
引导外资企业以加班工资基数 、 中外
员工同工同酬等作为重点内容开展协
商。

在协商形式上 ， 针对中小企业居
多的特点 ， 东城区不断创新 ， 提高协
商质量， 探索出 “区域有底线有行业
分类， 行业有标准有区域特色 ， 企业

有增长兼顾区域行业特点” 的多层次、
相衔接、 立体式的集体协商模式 ， 提
高了协商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 充分发
挥出协商机制既维护职工权益 ， 又促
进企业发展的双维护作用。

一是针对区域 、 行业协商标准不
高的特点 ， 将区域 、 行业中处于领先
地位的企业协商标准作为区域 、 行业
协商的参考标准 ， 提高区域 、 行业中
其他企业的协商水平。

二是针对商务楼宇中企业效益水
平千差万别的特点 ， 2011年首先 在
建国门街道恒基商务楼宇中进行试
点 ， 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将楼宇中的
企业分为百货零售和餐饮两大类 ， 其
中百货零售类又分出品牌零售和 非
品牌零售， 品牌类百货零售业的最低
工资标准高于当年全市最低工资标准
的60%； 2012年起各商务楼宇按照恒基
模式独立或在片区中建立协商机制 ；
今年起 ， 部分街道拟将片区中的楼
宇独立出来分别建制， 提高协商针对
性。

三是针对区域性协商中企业方协
商主体缺失的问题， 2013年在龙潭街道
探索成立了 “餐饮行业议事会”， 搭建
行政方沟通平台 ， 把行业工资标准和
增长幅度作为主要内容 ， 较大幅度的
提高了区域内餐饮业工资水平 ， 避免
了同行业企业间的恶性竞争。

四是针对区域协商只谈水平 ， 标
准不明确的特点， 2013年， 在东四街道
平安楼宇进行试点 ， 将区域内的企业
按照行业特点进行分类 ， 再在不同行
业中分别协商确定各行业岗位工资标
准和职工工资增长幅度。 2014年， 东花

市街道将辖区内的三个行业按照经
营情况进行了分类， 又根据每类企业
的不同特点协商制定了各自的岗位
工资标准， 使每一家企业都能在行业
协议中找到符合本企业实际的工资标
准。

五是针对企业协商空间大 、 但形
式化文本较多的特点 ， 天润金百探索
了“真协商”模式，通过工会与行政坐在
谈判桌前的充分协商，达成了企业职工
工资增长与企业效益挂钩 、与党政领
导考核结果挂钩的双挂钩原则 ， 保证
职工工资的增长 ； 便宜坊集团将企业
现行薪酬管理制度和考核办法与工资
集体协商相结合 ， 及时按照市餐饮行
业协商标准调整工资系数 ， 增加一线
外埠职工福利 ， 切实实现了 “真协
商”。

东城区总工会在探索创新协商形
式时， 以 “选树一批带动一批 ” 为主
要方法， 通过发挥典型单位的引领作
用， 逐步实现全区协商水平的不断提
高。 2010年， 东城区在全区范围内树立
了8个协商工作试点单位， 在整理归纳
其先进经验后 ， 利用新闻媒体 、 网络
刊物， 宣传报栏 、 专业书籍 、 海报等
媒介， 多形式 、 多方位 、 多领域加强
宣传， 在全区范围复制试点经验 ， 带
动其他单位学习， 共同提升协商质量。
在复制的基础上 ， 试点单位继续探索
新的工作方法 ， 供其他单位来年继续
学习。 如此循环往复 ， 工作逐年上一
个台阶， 使各企业 “学有榜样 ， 追有
方向 ， 赶有目标 ”， 努力达到各具特
色、 整体推进的效果 。 目前 ， 东城区
试点单位已发展到60余个。

普遍建制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努力实现

规范程序、丰富内容、创新形式，努力实现

全覆盖

真协商

切实维权与共创共赢同促进，努力实现

享成果

北新桥街道簋街餐饮业职代会上， 双方代表握手

建国门街道商务楼宇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工资
专项集体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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