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住房公积金相关介绍：
住房公积金的月缴存额

每年核定调整一次。 住房公
积金的月缴存额由职工住房
公积金月缴存额和单位住房
公积金月缴存额 两 部 分 组
成。

职工住房公积金的月缴
存额为职工本人上一年度月
平均工资乘以职工的住房公
积金缴存比例。

职工月平均工资 ， 按照
职工本人上一年1月1日至12
月31日期间的工资总额除以
12确定。 工资总额按照国家
统计局 《关于认真贯彻执行
《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
(统制字 [1990] 第1号) 的规
定计算。 新参加工作或新调
入单位的职工住房公积金月
缴存额， 按照职工本人当月
工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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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 王路曼

工资条的秘密你了解多少？
企业不提供工资条属侵权行为

每月发工资这一天， 是职场人最高兴的日子， 除了到
手的 “真金白银” 之外， 你真正关心过自己的工资条吗？
基本工资、 岗位工资、 绩效工资； 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住房公积金……别小看这些条目， 下面对应的每个数字都
是和你的利益息息相关的。 律师表示， 工资条是劳动仲裁
的重要证据， 职工对于自己的收入有知情权和监督权。

工资条拿到手先做
五件事

职工张佳的工资条差不多有
20个单项， 对于上面显示的各种
数据及产生的依据， 这个上班多
年的职场 “女强人” 却表示 “不
太清楚”。 “每次发工资条， 我
最多看看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有
没有偏差 ， 至于保险的计算方
法， 计算的有没有偏差， 我还真
搞不懂。”

调查中记者发现， 像张佳这
样对工资条一知半解的人不在少
数。 问及其中的原因， 答案大致
包括两种。 一种人表示， 对于工
资条的各种项目， 没有必要太了
解 。 “发工资条也就是走个过
场， 即便是计算有误， 单位也会
找各种借口推脱。” 职工李涛说。

还有一种人表示， 工资条项
目太过专业， 非专业人士很难说
清楚 。 “保险 、 扣款的计算方
式， 单位相关部门并没有解释，
普通岗位的职工即使是想看懂，
也无从知晓。” 张佳表示。

所谓工资条， 简单来说就是
一张清单， 大概包括纸质版和电
子版两种， 上面记录着每个员工
的月收入分项和收入总额。 那么
一张简单的工资条中， 人们需要
了解哪些内容？ 专业人士表示，
工资条拿到手， 要先做五件事。
一看发放时间。 用工单位应当每
月至少支付一次工资， 如遇法定
休假节日或休息日， 通过银行发
放工资的， 不得推迟支付工资；
直接发放工资的， 应提前支付工
资。 拖欠工资的， 应及时向劳动
监察部门举报。

二看工资总额和分项是否正
确。 工资条拿到手后， 得看上面
的数字是否按劳动合同签订的数
额足值发放。 用工单位不可以用
实物代替货币工资 。 除了 “三
险” 费用、 住房公积金和个人所
得税， 其他项目非特殊情况不得
扣除， 单位也不得随意调整约定
好的分项工资。

三看是否符合最低标准。 最
低工资不包括加班工资， 特殊工
作环境、 特殊条件下的津贴， 也
不包括劳动者保险、 福利待遇和
各种非货币的收入。

四看五险一金。 五险一金包
括： 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工伤
保险、 生育保险、 失业保险和住
房公积金， 职工要看这几项费用

是否已经从用人单位扣除进到自
己的个人账户？ 是否按当地标准
进行缴纳？

五看个税。 现行的税收起征
点为3500元。 拿到工资条后， 还
得看用工单位是否按照国家规定
的方式代扣个税。

企业不提供工资条
属侵权行为

提到工资条这个话题， 调查
中还有一个问题被职工提及 。
“工资条也需要保密。” 职工周蕊
表示， 其任职的单位发放工资条
并没有直接交到手中。 “在拿到
工资条前 ， 还会经历一个二传
手。” 周蕊介绍， 每次人力资源
都会以部门的方式， 将每个部门
的工资条交到相应部门的领导手
中， 再由部门领导转发。

“其实也没有什么， 但是工
资收入对于不少人， 还是个较为
私密的话题 。 大家聊到这个话
题， 也都是支支吾吾。” 周蕊表
示 ， 不论是制作还是发放工资
条， 都要注意操作规范。 对于有
职工提到 “劳动者工资是否要保
密， 不得由公司公开？” 这个问
题，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于莹
莹律师告诉记者， “对此目前法
律 没 有 强 制 性 规 定 。 ” 她 说 ，
“劳动者的工资额可以由企业根
据操作的技术复杂熟练程度与员
工当面协商确定， 企业和员工可
以约定对工资收入保密， 不得向
他人泄露， 其工资额的高低取决
于劳务市场的供求状况和企业经
营状况或协商， 但最低不得低于
国家规定或当地规定的最低工资
标准。”

于莹莹律师介绍， 在我国目
前的劳动法律法规乃至规章中，
既没有薪水或工资必须保密的规
定， 也没有禁止企业采取薪水或
工资保密制度的规定。

但根据 《北京市工资支付规
定》 第六条规定， “用人单位应
当依法制定本单位的工资支付制
度； 制定工资支付制度应当征求
工会或者职工代表的意见， 并向
本单位的全体劳动者公布。 工资
支付制度应当主要规定下列事
项： （一） 工资支付的项目、 标
准和形式； （二） 工资支付的周
期和日期 ； （三 ） 工资扣除事
项。”

“目前可以说， 薪水或工资
保密属于用人单位的自主经营管

理权 ， 可以制定相应的规章制
度， 每个企业都可根据自身的具
体情况而定， 只要遵守规章制度
制订相应的民主程序， 且内容不
能与法律法规相抵触， 但制定的
工资或薪酬制度应当向劳动者公
开。” 于莹莹说。

据了解， 我国 《工资支付暂
行条例》 第6条规定： 用人单位
可委托银行代发工资。 用人单位
必须书面记录支付劳动者工资的
数额、 时间、 领取者的姓名以及
签字， 并保存两年以上备查。 工
资支付记录表应当主要包括用人
单位名称、 劳动者姓名、 支付时
间以及支付项目和金额、 加班工
资金额、 应发金额、 扣除项目和
金额、 实发金额等事项。

此外， 还有职工提到， 有时
会遭遇企业无故不发放工资条的
情况。 “本人对自己的工资有知
情权， 劳动者亦有权查阅本人的
工资支付记录。” 于莹莹律师表
示， 在 《劳动法》 中规定， 员工
对于企业制订工资分配方案， 享
有知情权和监督权， 也就是说员
工有权知道自己的福利和工资构
成等。 因此， 企业不提供员工工
资条是一种侵权行为。

当然， 随着社会发展， 电脑
的普及运用， 电子支付形式的多
样化， 电子工资条也成为一种新
形式。 这种通过电子邮件、 手机
短信传送的方式， 不仅环保而且
具有较强的保密性。 对于电子工
资条， 于莹莹律师也提示， 无论
工资清单以任何形式出现， 职工
都应该妥善保管， 同时她也建议
企业配合书面形式同时使用， 方
便保存和查询。

工资条是劳动仲裁
依据要妥善保存

“工资条是劳动仲裁的重要
证据之一 。” 于莹莹律师表示 ，
“工资条即薪资确认单， 在劳动
法实务中主要体现为工资单、 工
资条和工资表等， 是指劳动者在
每月领取工资时签字确认的、 记
载劳动者每月工资具体数额和构
成等内容的文书。”

工资条等薪资确认单是用人
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在具体劳动报
酬方面的重要文书。 由于目前我
国绝大部分的企业都实行由工资
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的办法来确
定企业工资总数。 劳动者的劳动
报酬不仅仅是过去的基本工资一

项， 还包括绩效工资， 奖金， 补
贴， 津贴等， 因此劳动者每月的
工资不尽相同， 有高有低。 于莹
莹律师表示， “另外， 企业可以
根据员工的能力和表现等随时调
整员工的工资， 所以， 工资条等
薪资确认单就成为用人单位与劳
动者之间证明每月工资具体数额
的唯一的法律文件， 其法律意义
非同一般。”

在于莹莹律师接触的很多维
权案例中， 工资条都发挥了极其
重要的作用。

2012年3月职工刘某入职到
北京某公司， 并与公司签订了劳
动合同。 劳动合同约定刘某的工
作岗位是产品包装， 同时约定刘
某的基本工资为北京市最低工资
标准 。 刘某上班期间 ， 经常加
班， 公司采用打卡机考勤， 刘某
的工作时间经常为早八点至晚八
点。

“公司每月给刘某发放工资
是以工资条的形式， 现金发放。
工资条中含基本工资1720元， 绩
效工资 1000元 ， 加班费 100元 ，
餐补100元， 交通补助200元， 共

计3120元。” 2015年3月， 刘某的
合同期满， 公司提出续签的劳动
合同中待遇有所降低， 刘某不同
意， 双方未能协商一致。 刘某提
起仲裁， 请求解除劳动合同， 要
求公司支付未足额发放的加班费
并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
金。 于莹莹律师参与了本案全过
程。

庭审中， 公司认为已经支付
了加班费， 所以拒绝刘某的支付
要求。 在举证过程中， 仲裁员根
据公司提供的考勤表以及刘某提
供的工资条中关于加班费这一项
的数额相对比， 计算得出公司支
付给刘某的加班费远低于法律规
定的加班费支付标准。

最终， 劳动仲裁依法裁决 ，
要求公司按照考勤表中相应的加
班时间及天数支付刘某的加班费
差额， 以及按照刘某的工作年限
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可见， 一旦发生劳动争议，
工资条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
于莹莹律师再次强调， “职工应
该妥善保存工资明细， 为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保留证据和支持。”

相关链接———

五险一金计算方法
五险一金最低标准的计

算方法：
五 险 一 金 最 低 缴 费 金

额=五险一金最低缴费基数×
五险一金缴纳比例

其中， 五险一金缴纳比
例为：

养老保险 ： 单位缴纳比
例20%， 个人缴纳比例8%;

医疗保险 ： 单位缴纳比

例8%+1%， 个人缴纳比例2%
+3元;

失业保险 ： 单位缴纳比
例2%， 个人缴纳比例1%;

生育保险 ： 单位缴纳比
例1%， 个人不缴费;

工伤保险 ： 单位缴纳比
例1%， 个人不缴费;

公积金 ： 单位缴纳比例
12%， 个人缴纳比例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