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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被派遣劳动者无用工单位期间的工资怎么发？

维 权

案情简介

葛某于 2011 年 8 月 1 日入
职某派遣公司，并被派遣至某
外国公司上海代表处担任管理
人员。双方签订的末份劳动合
同期限为 2022 年 8 月 1 日至
2024 年 7 月 31 日。劳动合同约
定，葛某无用工单位期间，派遣
公司执行工资标准为所在地政
府每年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
直至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双
方签订的派遣协议书约定派遣
期 间 葛 某 的 月 工 资 为 税 前
50000元。

2022 年 8 月 26 日，派遣公
司收到外国公司发送的电子邮
件，告知由于外国公司债务巨
大，决定关闭上海代表处，并
自 2022 年 10 月 1 日起退回所
有派遣的工作人员，派遣员工
的工资支付至 2022 年 9 月，之
后没有任何费用可以支付给
派遣公司。不久，该上海代表
处登记注销。

2022年10月起，葛某按照
派遣公司的要求至指定场所考
勤打卡，但派遣公司未推荐合
适的用工单位。该期间派遣公
司按本市月最低工资标准的
2690 元发放葛某工资。2024 年
7月31日派遣公司与葛某终止
劳动合同，并按离职前月平均
工资2690元标准支付葛某终止
劳动合同经济补偿 34970 元
（2690×13）。

葛某认为，其2022年10月
前后的月工资标准相差较大，
劳务派遣公司仅按本市最低工
资发放 2022 年 10 月起的工资
不合理，主张按照月工资税前
50000 元标准补足工资差额及
经济补偿差额。2024年8月，葛
某提起劳动仲裁，要求派遣公
司支付：1.2022 年 10 月 1 日至

2024 年 7 月 31 日的工资差额
1040820元；2.终止劳动合同经
济补偿差额615030元。

派遣公司认为，劳动合同
约定被派遣劳动者无用工单
位期间的工资按本市最低工
资标准发放，不同意支付工资
差额。葛某离职前12个月的月
平均工资为2690元，以此计算
其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的
月工资基数合法，不同意支付
葛某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
差额。

争议焦点

派遣公司是否需要对葛某
的工资及经济补偿进行补差？

处理结果

仲裁委员会对葛某的请求
不予支持。

案件评析

仲裁委员会审理后认为，
《劳动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
定，被派遣劳动者在无工作期
间，劳务派遣单位应当按照所

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工
资标准，向其按月支付报酬。

《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五十
八条规定，被派遣劳动者退回
后在无工作期间，劳务派遣单
位应当按照不低于所在地人
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
向其按月支付报酬。双方签订
的劳动合同亦约定，葛某无用
工单位期间，派遣公司执行工
资标准为所在地政府每年规
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直至劳动
合同解除或终止。2022年10月
1 日至 2024 年 7 月 31 日期间，
葛某未被派遣至任何一家用
工单位，属于无工作期间。派
遣公司依据法律规定及劳动
合同的约定，按照本市最低工
资标准 2690 元支付申请人待
派遣期间的工资的行为并无
不当，故对葛某要求派遣公司
支付2022年10月1日至2024年
7月31日期间工资差额的请求
不予支持。

《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十
七条规定，劳务派遣单位因劳
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情

形，与被派遣劳动者终止劳动
合同的，应当依法向被派遣劳
动者支付经济补偿。《劳动合同
法》第四十六条规定，除用人单
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
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
同意续订的情形外，依照本法
第四十四条规定终止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向
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劳动合
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经济补
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
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

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
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
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
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劳动
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
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
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
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
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
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
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
年。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
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
的平均工资。本案中，双方签订
的劳动合同于2024年7月31日
终止，且派遣公司不与葛某续
签劳动合同，符合支付终止劳
动合同经济补偿的法律情形。
依据葛某提交的银行转账记
录、工资单可以证明葛某2022年
10 月 1 日至 2024 年 7 月 31 日
期间每月工资均为 2690 元。
2011 年 8 月 1 日至 2024 年 7 月
31日葛某与派遣公司存在劳动
关系，即葛某在派遣公司的工
作年限为13年，因此派遣公司
支付葛某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
偿34970元符合法律规定。故对
葛某要求派遣公司支付终止劳
动合同经济补偿的请求亦不予
支持。 （林玉莎）

监察之窗

公 司 货 款 能 抵 工 资 吗 ？
案情简介

2023 年 9 月，劳动者陈某
至松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执法大队（以下简称“松
江大队”），投诉上海某实业
有限公司拖欠其工资。松江
大队依法对该公司实施执法
检查。

经查，该公司确实存在拖
欠陈某2023年3月份工资的违
法行为，但公司认为陈某在职
期间及离职之后，利用职务之
便私自收取客户货款占为己
有，数值已超其3月份的工资，
因此不愿支付其工资，相反还
要追回其余被侵占的货款，追
究陈某法律责任。事实查清
后，执法人员分别与公司、陈
某多次沟通，但双方分歧过
大，无法协商解决。于是，执法
人员基于已查清的事实，认定
该公司存在拖欠劳动者工资
的违法行为，责令单位限期改
正。同时再次和公司负责人沟
通，指出其拖欠员工工资的危

害性和对应的法律责任，对于
陈某职务侵占的问题，应通过
相应的司法途径解决，不可与
工资支付混为一谈。经过多次
沟通和对公司的政策法律宣
传，最终公司按照责令改正通
知书的要求，支付了陈某2023年
3月份工资。

综合点评

本案中，公司对于未支付
劳动者陈某 2023 年 3 月份工
资的事实并无异议，但公司认
为陈某涉嫌利用职务之便，侵
占了公司的货款，而货款的金
额远大于其应得的工资，故从
经济角度而言公司并不欠陈
某的。但公司忽略了“工资”与

“货款”本质属性不同，“拖欠
工资”及“职务侵占”侵犯的客
体不同，所触犯的法律亦不
同。《劳动法》第五十条规定：

“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
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
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

《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
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
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
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
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
没收财产。”

办案过程中，执法人员边
执法，边普法，针对劳动者和公
司的诉求，逐一阐明法律责任，
引导双方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在查明事实作出责令改正的同
时，执法人员继续与公司进行
充分的沟通，向公司管理方说
明拖欠劳动者工资将承担的法
律后果。而对公司的主张，则引
导企业通过刑事报案等途径予
以解决。

就人社执法而言，不仅要
查清案件事实，及时纠正单位
在劳动用工方面的违法行为，
也要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向行政
相对人释法说理，普法宣传，
促进用人单位自觉守法用工，
避免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的再次
发生。 （曹国强 沈静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