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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业工资协商
重数字更重质量

问卷调查 实地走访 充分协商 广泛覆盖

【全市概况】
专项调研 多次协商

去年， 北京市服务工会与北
京市餐饮行业协会在共同调研的
基础上， 首次选定50家餐饮连锁
企业和19个特色美食街区， 开展
工资集体协商工作。 2015年， 按
照市总关于工资集体协商的总体
要求， 市服务工会和市餐饮行业
协会决定 ， 继续在去年的基础
上， 以扩大覆盖面， 提高质量为
重点， 深入推进餐饮行业工资集
体协商。

此次协商， 市服务工会为职
工方工资集体协商的主体， 市餐
饮行业协会为企业方工资集体协
商的主体。 年初， 为了扩大集体
协商覆盖面， 市服务工会就提出
2014年度已经开展协商的餐饮连
锁企业和特色美食街区必须继续
协商， 另外， 各区县总工会还要
负责提出本区县2015年度新增参
与市餐饮行业工资集体协商的企
业名单。

5月 ， 北京市餐饮行业工资
集体协商正式启动。 相关工会对
全市16个区县和北京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及市属企业集团171家餐
饮企业， 37476名职工进行了调
查 ， 同时实地走访部分餐饮企
业。 在此基础上， 草拟出北京市
2015年度餐饮行业工资集体专项
合同文本 ， 并充分征求区县工
会、 企业方及职工方代表、 律师
等相关方面意见， 几经修改形成
审议稿， 提交双方代表正式协商
会议进行协商。

8月25日， 企业方代表与职
工方代表齐聚北京市职工服务中
心， 对2015年度工资集体专项合
同文本逐项进行审议。 经双方代
表充分协商， 对集体专项合同文
本的10条10款内容达成一致意
见， 并经双方首席代表签字盖章
形成 《北京市餐饮行业工资协商
专项集体合同》。

集体协商呈现新特点

与去年相比， 2015年北京市
餐饮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呈现多个
新特点。 首先是覆盖面广， 2015
年餐饮行业工资协商由中心城区
扩展到全市16个区县和经济技术
开发区， 由餐饮连锁企业和特色
美食街区覆盖到街道、 乡镇。 签
约企业数增加201家， 覆盖企业
增加237家， 覆盖职工增加16432
人 ， 形成了产业负责 、 区县配
合、 企业落实的工作格局。

其次， 在合同内容上， 更贴
合企业实际。 此次， 北京市餐饮

行业工资专项集体合同确定了
2100元、 2000元、 1800元高中低
三档月工资标准， 并依此规定了
18个岗位的最低月工资标准。 不
同规模、 不同效益、 不同区域的
企业可根据自身实际选择适合本
企业的岗位最低工资标准签订确
认书并进行二次协商， 确定本企
业的工资专项集体合同文本。

第三， 在准备工作上， 更加
充分 。 为使协商内容针对性更
强， 市服务工会成立了协商工作
小组， 并采用问卷调查、 深入企
业走访 、 召开专题研讨会等形
式， 在职工和企业中进行调查，
摸清了各类企业职工需求和企业
经营状况， 并通过统计分析， 形
成了协商内容和工作方案。

首次依据企业效益协商

2015年度餐饮行业最低工资
标准及企业部分岗位最低工资标
准分为2100元、 2000元、 1800元
三个档次。 截至9月25日， 餐饮
行业工资协商确认签约企业247
家， 覆盖企业858家， 覆盖职工
41751人。

双方签订的2015年餐饮行业
工资专项集体合同规定， 最低工
资标准包括三个档次： 第一档为
生产经营正常， 经济效益增长且
盈利能力良好的企业， 职工月最

低工资标准不低于2100元。 同时
规定凡经营正常， 2014年已确认
市餐饮行业工资协商的企业、 特
色美食街区， 2015年工资集体协
商原则上应确认此档为最低工资
标准； 第二档为生产经营正常，
经济效益增长的企业 ， 职工月
最低工资标准不低于 2000元 。
同时规定 2014年已确认市餐饮
行业工资协商的企业 、 特色美
食街区， 有特殊原因， 原则上也
不得低于此档最低工资标准； 第
三档为生产经营正常， 经济效益
不稳定， 销售收入与职工劳动报
酬比较接近的企业， 各区县覆盖
的餐饮街区、 区域覆盖的小微餐
饮企业 ， 最低工资标准不低于
1800元。

关于工资支付时间及形式 ，
合同规定每月按固定日期足额支
付职工工资 ， 发薪日如遇休假
日、 休息日应提前至最近的工作
日支付。 此外， 2015年合同还增
加了职工高温津贴和防暑降温费
条款。 同时， 合同对适用范围和
企业二次协商进行了明确的规
定。 企业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二
次协商， 形成不低于确认本合同
的档次标准的 《企业工资专项集
体合同》 （草案）， 并经职工大
会 （或职工代表大会 ） 审议通
过 ， 报所在地人力社保部门备
案， 并向职工公示。

【典型案例】
东城：深入沟通求双赢

去年， 按照市总工会提供的
“北京市餐饮行业工资集体协商
连锁企业和特色美食街区名单”，
东城区共有5家企业和3条街区纳
入协商范围。 东城区总工会成立
专门指导小组， 与企业、 街区联
系沟通， 详细告知落实行业协商
标准的具体做法和开展二次协商
的程序， 确保有关企业、 街区参
与市级行业协商。 截至今年6月，
去年度东城区确认的5家餐饮企
业、 3条街区全部完成了二次协
商。

在去年市餐饮连锁企业和特
色美食街区工资集体协商签约大
会后， 东城区在推动餐饮行业
及企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中 ，
要 求 在 新 一 轮 的 协 商 中 按 照
市行业文本内容和标准 ， 开展
工资集体协商。 其中亮点频出，
比如 ， 东花市街道餐饮行业在
2014年的协商中， 率先将辖区19
家企业按企业规模大小和经营状
况分为两档， 一档6家企业执行
市餐饮行业文本 ， 最低工资为
2000元， 二档13家小微企业最低
工资为1800元， 并对13个岗位最
低工资进行了调整 ， 同比增幅
12%。

去年， 全市开展餐饮行业工
资集体协商后， 东城区17个街道
中， 已有108个社区、 14个商务
楼宇， 2个直属企业、 2个街道所
属企业， 3个街区在工资集体协
商中 ， 按餐饮行业 ， 分岗位协
商， 实现了餐饮行业协商的全面
覆盖。

截至9月14日 ， 东城区17个
街道中， 已有176家企业确认市
餐饮行业工资集体协商的2100元
的一档标准、 已有231家企业确
认市餐饮行业工资集体协商的
2000元的二档标准 、 已有286家
企业确认市餐饮行业工资集体协
商的1800元的三档标准， 2家区
直属餐饮企业分别确认了市餐饮
行业工资集体协商的2100元的一
档标准和2000元的二档标准， 东
城区餐饮企业的确认率达到80%
以上， 基本实现了职工收入与企
业效益同步增长的协商目的和切
实保障职工合法权益， 稳定企业
职工队伍， 促进企业长远发展的
协商效果。

顺义：座谈交流摸需求

为摸清辖区内餐饮行业的实
际情况， 区烹饪协会工会联合会
先后走访15家餐饮企业 。 走访
中， 详细询问并记录了员工在薪
酬、 待遇、 休息休假、 工时等实
际情况， 并听取企业及员工的意
见、 建议。

走访调研后， 区烹饪协会工
会联合会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问
题 ， 对辖区内餐饮企业下发了
《餐饮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工作调
查问卷》。 问卷内容包括单位类
型、 工作岗位、 实发工资、 本区
同岗位员工工资 、 是否拖欠工
资、 保险福利待遇、 对建立餐饮
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意见和
建议等27项内容。 每一单项问卷
调查及餐饮行业工资都用数据及
百分比标注， 为制定工资集体协
商文本和开展工作提供数据支
持。

顺义区总工会还指导烹饪协
会工会联合会从去年12月开始，
先后三次召开餐饮行业工资集体
协商学习座谈会。 通过座谈会的
方式， 让企业领导和员工了解行
业工资集体协商的目的和意义。

通过相互沟通和研讨， 企业
方表示， 餐饮行业工资集体协商
不仅可以保障员工工资待遇， 还
可以稳定企业员工队伍， 是一项
双赢的举措。 在餐饮门店经理、
主管座谈会上， 通过交流， 了解
各企业员工工资存在的问题， 从
不同角度分析工资待遇对企业发
展的重要性。 而餐饮企业员工座
谈会上， 区总工会和烹饪协会工
会联合会的领导与来自不同门店
的30多名餐饮企业员工面对面的
交流 ， 充分了解员工对协商内
容， 特别是对最低岗位工资标准
的意见和建议。

在开展餐饮行业工资集体协
商工作中， 顺义区总工会在结合
辖区内餐饮行业实际情况的基础
上， 制定了 《顺义区餐饮行业工
资集体协商工作方案 》 ， 采取
“一学、 二调、 三步走” 的工作
步骤进行。 所谓一学， 是指向兄
弟区县取经学习； 二调， 是指深
入企业走访、 组织专项调研； 三
步， 指的是第一步摸清基数、 做
好协商准备工作， 第二步充分协
商， 形成文本， 第三步召开职代
会、 签订合同。

提起餐饮业从业者， 一
般人都会想起 “一个月不到
千元钱包吃住” 的服务员、
灶火前挥汗如雨的厨师、 灯
火通明彻夜不休的饭馆……
工资低、 加班频繁、 包干管
理等行业现实长期笼罩在这
些从业人员身上。 为了改变
这些现状， 今年， 北京市服
务工会与市餐饮行业协会再
次坐在了谈判桌前， 他们一
方背后是4万余名餐饮行业
职工， 一方代表着800余名
大小餐馆食铺的老板。 经过
近5个月的深入调研和反复
协 商 ， 9月 28日 ， 2015年
《北京市餐饮行业工资专项
集体合同》 正式出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