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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C03

“临时工”多在机关单位和国企
本报记者 秦昕 王述 宋昊阳

新修订的《劳动合同法》从7月1日起开始正式实施，其中，新法关于“同工同
酬”的实施备受关注，人们都在关注它正式实施后的效果如何：有的人非常期待，
有的人却认为真正实施起来非常困难。有的人认为新法的实施能给相当一部分

“临时工”带来福利，有的却认为这只是一纸空文。

劳务派遣工

每年都有增加
据潍坊诚信人力资源服务

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 ,自
2008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
实施以来,潍坊市的劳务派遣用
工每年都有所增加。

有的是工厂在用人紧张的
季节招募一批工人，待企业度
过“用人荒”后，再将他们退
回劳务公司，这样的劳务派遣
工多出现在制造、电力、石
油、电信、金融等行业；而大
部分劳务派遣用工就是企业招
收的长期“临时工”，劳务派
遣人员大多集中在建筑业、服
务业、销售业、金融业甚至部
分国企和大公司内。

“劳务派遣有别于传统的
人力资源服务，因为劳务派遣
可以降低企业成本，规避企业
风险，这些年在潍坊市场上越
来越受到用人企业和单位的青
睐。”这位工作人员说。而在
实际用工中,劳务工与正式员工
在工资和福利待遇方面存在的
巨大差异所导致的种种矛盾,随
着劳务工群体的不断壮大,也渐
渐浮出了水面。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劳务
派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以下几种 :部分劳务派遣单位不
与临时工签订劳动合同,部分用
工单位超范围使用临时工,不依
法缴纳社会保险费,临时工与正
式工同工不同酬等。

记者跟一些劳务公司交流
发现,目前劳务派遣用工明显超
出法律所规定的“临时性、辅
助性、替代性”范围，部分大
型国企甚至在主营岗位上长期

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工，有的已
超过10年。而文化程度不高、
工资低、待遇低，又是当前临
时工群体普遍存在的现象，同
工不同酬,同工不同“质”,是问
题的根本原因。

“同工”标准

亟需细化
山东求是和信律师事务所

的宫惠玲律师认为，所谓的
“同工同酬”，只是将它写进
了法律而已，实际操作起来非
常难。因为法律规定，只要员
工的工资数额不低于当地最低
数额就不算违法，至于具体发
放多少工资，则由员工和用人
单位双方共同协商。

在单位眼里，所谓的“正
式员工”是不能随意辞退的员
工，“临时工”就是可以随意
辞退的员工，但是法律并不承
认这样的观点。其实，在法律
人的字眼里，没有“正式工”
和“临时工”这一区别，员工
与用人单位之间，只存在劳动
关系，并没有正式或者非正式
的劳动关系。

“同工同酬”难在何处？
最重要的就是“同工”难以界
定。拿用人单位同时招聘的一
批会计来说，211学校毕业的大
学生，工资就比普通本科的要
高。尽管他们都是做出纳会计
的工作。但是用人单位普遍认
为，不同的员工教育背景、从
业经验等标准都不一样，因此
技术水平和工作质量也不一
样，谈不到“同工”。

山东王杨律师事务所的王
建华律师认为，要实现同工同
酬，还需要继续细化法律法

规 ， 什 么 样 的 标 准 是 “ 同
工”？应该怎样执行？用人单
位不执行同工同酬，将会有怎
样的后果？“临时工”怎样才
能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一切，
都需要后续的法律法规进行细
化。

低工资

干正式工的活
劳务派遣工，是指由实际

用工单位和劳务派遣公司签订
劳务派遣协议，之后由劳务派
遣公司代替用人单位招聘的员
工。而临时工是短期合同工、
非全日制合同工或者以完成某
项任务为期限的合同工。

“我们公司都是按岗定
薪，什么岗位拿什么工资，从
来没有临时工、正式工的说
法。”潍坊一家外贸公司招聘
的负责人王先生告诉记者，

“计划经济的时候企业有
很多临时工，现在企业几乎都
是按岗、按工龄定薪，没有临
时工的称谓。现在的临时工多
在大型国企以及机关事业单
位。”潍坊嘉骏人力资源服务
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那些大单位的人事部门
负责人跟我们谈的时候都是尽
量压低工资，其实用低工资招
临时工去干正式工的活，同一
部门员工工资差距太大难免会
带来负面影响。”工作人员不
愿意透露与自己合作的机关事
业单位名称，但他表示，机关
事业单位招劳务派遣工，无非
就是要节约人工成本，这也从
一个侧面反映了目前企业一线
职工工资与机关事业单位正式
工差距日益拉大的现实。

“临时工”

要维权不容易
新修订的《劳动合同法》

正式实施，明确规定临时工享
有与用工单位正式工同工同酬
的权利。但记者采访发现，有
了法律撑腰，临时工对能否与
正式工同工同酬，却并不那么
乐观，接受采访的临时工竟没
有一位看好。

“你说我的工资一下子要

加到4000多元？要真这样我睡

着都要笑醒了。”潍坊某事业

单位编外人员小宋笑着说，他

们单位总共有五十多人，编内

人员只有二十几个，其他都是

编外人员，都是和单位签了劳

务聘用合同，每个人的工资在

合同中都写得很清楚，不可能

临时给加工资。当记者询问，

“会不会拿着新法给自己维

权？”小宋回答直截了当地

说，“除非你不想干了。”

山东王杨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建华告诉记者，临时工要实

现“同工同酬”，不会因新法

的实施一蹴而就。现在很多单

位的临时工都是由第三方派去

劳务派遣工，被派遣时临时工

已与中介公司约定工资、服务

期限等，这本身是协议双方达

成一致的表示。

如果让临时工推翻现有合

同去诉讼，得经过劳动仲裁等

一系列程序，对于处于弱势的

劳动者来说不太现实。最好的

办法是监管部门能主动监督检

查，为劳动者营造一个“同工

同酬”的用工环境。

或掀起

辞退临时工热潮
据调查，银行业是派遣员

工集中的行业，有媒体对16家
上市银行披露的临时用工情况
进行了统计，除了浦发、交
行、民生、北京银行、宁波银
行5家银行没有披露数据，其他
11家银行总计使用派遣工19 . 12

万人。
“相对于上市银行，政策

性银行和信用社临时用工情况
更严重一点，如果新劳动合同
法强制贯彻，其新增人力成本
不能低估，部分临时工面临辞
退。”潍坊当地一家银行的监
管人士介绍说。

去年下半年，农业发展银
行一纸《关于核查临时用工人
员有关情况的紧急通知》，将
银行业临时用工情况推上风口
浪尖。据悉，农发行每个网点
均有一两个以上临时工，集中

在后勤岗位，农发行网站披露

该行有1800网点，临时工人数

不可小觑。

根据该行情况粗略统计，

如果派遣工全部实现同工同

酬，以至少提高一倍待遇计

算，该行每年人力成本上升可

能在几亿元左右。

从大行来看，去年也开始

缩减派遣工的使用，根据四大

行2011年年报，截至当年末，

四大行共使用派遣员工17 . 29万

人。与2 0 1 2年1 5 . 1 2万人相对

比，临时工人数已经下降2 . 17

万人。新的法律法规实行之

后，随之而来的可能将是更大

幅度的“临时工”辞退热潮。

宫宫惠惠玲玲律律师师搬搬出出厚厚厚厚一一叠叠关关于于临临时时工工维维权权的的案案例例卷卷宗宗，，而而这这只只是是她她律律师师生生涯涯处处理理临临时时工工维维权权的的一一小小部部分分案案例例而而已已。。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宋宋昊昊阳阳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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