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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法》将于2008年1月1日实施，新法实施在即，合营企业、

外资企业对工资制度的确定尤为重视，各界对《劳动合同法

》第4条第2款规定的“平等协商确定”程序及主体的讨论也

莫衷一是，本文拟以新法与现行法为根据关于中外合营企业

工资制度的确定浅析之，求教于业界同仁。 关键词：中外合

营企业 工资制度 工会 职工代表大会 推举代表 平等协商确定 

一、《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与《劳动合同法》在确定工资

制度规定上的冲突。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6条：“董

事会的职权是按合营企业章程规定，讨论决定合营企业的一

切重大问题：企业发展规划、生产经营活动方案、收支预算

、利润分配、劳动工资计划、停业，以及总经理、副总经理

、总工程师、总会计师、审计师的任命或聘请及其职权和待

遇等。”第7条第1款“ 合营企业的职工依法建立工会组织，

开展工会活动，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第2款“合营企业

应当为本企业工会提供必要的活动条件。” 《劳动合同法》

第4条第2款：“用人单位制定、修改、决定如劳动报酬等直

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经职

工代表大会或全体职工讨论，在提出方案和意见后，与工会

或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对工

会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细化规定是没有的，对于工会参与工

资问题的确定方面持不置可否的态度。同时，《实施细则》

第80条第2款也规定，合营企业的工资制度是由合营企业董事



会研究决定的，工会的代表有权列席会议，董事会应当听取

工会的意见，取得工会的合作。 可见，在《中外合资经营企

业法》中，合营企业工资制度由合营企业的董事会研究决定

，工会并无协商确定权。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4条2款“

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经职工

代表大会或全体职工讨论，在提出方案和意见后，与工会或

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两法在规定上存在冲突。 二、从

《工会法》进一步研究前述出现的冲突。 在《中外合资经营

企业法》、《劳动合同法》中都就工会代表职工行使民主权

利（当然包括确定工资）作出了规定，并且这一重合是唯一

的。因此有必要考究《工会法》就正在讨论的问题是如何规

定的。 《工会法》第33条第1款“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

作经营企业研究决定有关工资、福利、安全生产以及劳动保

护、劳动保险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应当听取工会的

意见。”本法第33条第2款的规定则更为放宽了外资企业（纯

外资）对于工资问题的决定权，“外资企业的工会可以对有

关职工的工资、福利、安全生产以及劳动保护、劳动保险等

事项提出建议，同企业行政方面协商处理”。上述条文表明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研究决定有关工资问题，应当听取工会

的意见。合资企业决定工资问题时，不论是决定前，还是决

定后，应当听取工会的意见，且仅仅是听取，意即工会的意

见仅仅是企业确定工资的参考。 “可以提出建议”、“协商

处理”与“应当听取意见”“协商确定”（ 《劳动合同法》

的用语）的法律内涵着截然不同。 《工会法》第37条规定，

“本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规定以外的其他企业、事业

单位的工会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组织职工采取与企业、事



业单位相适应的形式，参与企业、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则

进一步明确了中外合资企业工会参与企业的民主管理时应当

依照法律规定并根据企业性质而行使相应的职能。也就是说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工会在参与企业的民主管理时，除了

依照《工会法》第33条第1款外，还应符合《中外合资经营企

业法》等相关规定。 三、我国现行法律体系规定的工会在工

资调整中发挥作用的具体模式。 前文已经表明工会具有在中

外合资企业的工资调整中作为企业的协商者和合作者的地位

，进一步的问题是工会如何以这种身份参加工资调整活动的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没有具体规定，相关的规定散见

于《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劳动合同法》、《劳动法

》、《工会法》中。 现在试从这些分散的规定中提炼出统一

的模式来。 （一）、工会的权利来源以及行使权利的方式。 

据《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51条第2款，“职工代表大会

的工作机构是企业的工会委员会。企业工会委员会负责职工

代表大会日常工作。” 首先，职工代表大会，这是劳动者参

与企业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主要组织形式，

工会相当于职工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会。 本质上来讲职工代

表大会、工会的权利渊源是全体职工。 从形式来看，要求职

工代表在空间上聚集一堂对企业的重大事项进行讨论或表决

，在现实中往往很难做到，因为有的大型企业职工代表可能

散聚各地，即便通过电视电话会议或网络会议的形式也很难

完全统一会议召开时间。从内容来看，要求就某一待决事项

取得全体职工一致同意在实践上毫无可取之处。因此全体职

工成立职工代表大会或其他代表机构以行使权利几乎是必要

的。 《劳动合同法》第4条2款“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



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经职工代表大会或全体职工讨论，

在提出方案和意见后，与工会或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

从该条可以看出，全体职工行使权利的决定性环节是工会或

者职工代表。 （二）、工会作为最后的环节如何参与企业工

资制度的确定。 《工会法》第6条第3款相关规定，“工会依

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组织职工参与

本单位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可见工会作为

主体，发挥作用时采用的形式是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

。 采用其他形式的意谓是什么呢？ 《劳动部关于若干条文的

说明》（劳办发[1994]289号）第8条规定指出“其他形式”是

指通过工会或推举代表。也就是说，劳动者参与企业民主管

理或就切身利益问题进行平等协商时，除了通过工会的形式

，还可以通过推举代表的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在劳动法范

畴里面工会和其他形式是平行的关系。由于我们已经把问题

限定在中外合资企业中，根据的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和《劳动合同法》，那么工会当然的是工资制度确定的最后

环节。那么其他形式，如推举代表就只能是工会可以展开其

自身的形式。 另外，现行法中工会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其

他形式”的广延并没有细化规定，笔者认为，只要不违反劳

动法律强行性或禁止性规定的“其他形式”，工会均可以采

用的，比如说，企业的工会就工资制度向企业提出意见或建

议也应属于“其他形式”的表现形式之一。就这一观点，试

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为佐证。该解释第19条规定“ 用人单位根据《劳动

法》第四条之规定，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

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



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 （三）从原点

来看终点 联系《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6条：“ 董事会的

职权是按合营企业章程规定，讨论决定合营企业的一切重大

问题：企业发展规划、生产经营活动方案、收支预算、利润

分配、劳动工资计划、停业，以及总经理、副总经理、总工

程师、总会计师、审计师的任命或聘请及其职权和待遇等。

”第7条第1款“ 合营企业的职工依法建立工会组织，开展工

会活动，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第2款“合营企业应当为

本企业工会提供必要的活动条件。”来理解本文（二）的论

述，我们得出最后的结论。 四、结论 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法》、《劳动合同法》、《工会法》的框架内，中外合营企

业工资制度可由公司董事会自行作出，工会可以采用与企业

性质相适应的形式与合营企业进行协商，但是工会不是作为

企业的对立方与企业抗衡，企业仅仅是“听取意见”，最终

的决策权仍然在合营企业一方。 （作者：杨鹏五，广西柳州

广正大律师事务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