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资协商分为三种类型：企业单独签订，行业性的工资协商和区域
性质的工资协商。

实际上，湖南的工资协商制度步伐在全国是较快的，2011年在全国
工资协商考核中名列第七位。

2010年，湖南省总工会就已经下发了《深入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
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 明确了全省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建设的时间
表和进度表。

2012年5月1日，《湖南省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条例》正式施行。其中明
确规定：职工方或者企业方按照本条例规定的程序提出工资集体协商
要约的，要约相对方应当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受要约方无正当理由不得
拒绝，并应当自收到要约书之日起二十日内给予答复。

到目前为止， 我省已经有42710家企业建立了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占全省企业的80%，覆盖750万在职员工中的500多万人次。长沙市岳麓
区建筑行业、浏阳花炮、醴陵陶瓷、新奥燃气等都已经开展工资集体协
商。

但艰难仍然存在，袁申辉告诉记者，从理论上讲，工会属于社团法
人代表，与企业这一法人代表在法律上处于平等的地位，但是实际情况
是工会与企业是雇员与雇主的关系，这从根本上导致工会说话不硬气。
“此外，很多央企的工资都是由总部决定，根本无从协商。”袁申辉说。

八成企业已推行，很多工会难说硬话

背景

11月1日，株洲市天元区某大型餐厅，服务员正在整理台面，
株洲市餐饮行业已经全面推广了工资协商制度。

■记者 童迪 实习生 王君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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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桌上敲定20万人饭碗大小
株洲餐饮业工资集体协商“月度观察”：
它或是全国最细的一份协议，但同样绕不开争论与纠结

尽管在谈判现场未发一言，
但汪星辉回忆起当天还是很高
兴：“至少懂怎么维权了。”她告诉
记者，此前她在深圳打工时，就曾
遭遇老板拖欠工资而投诉无门的
现象， 现在“至少知道该找哪里
了。”

郑毅告诉记者， 总工会在协
同餐饮协会在全市发放告知书
时，总共发放了5000余份，而且
通过网络、 电视全城覆盖宣传。
“这实际上是进行了一次全城的
维权宣传， 等于是株洲餐饮业20
万人的维权行动。”

“株洲这份协议一签字就是

有法律效应的，如果企业不履约，
餐饮业职工有四种方式维权。”省
总工会民主管理部部长袁申辉介
绍， 首先职工可以和企业老板或
者当地工会协商； 协商不成可申
请单位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协
调；违约行为发生一年内，可以向
当地劳动部门下属的劳动争议仲
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对仲裁结果
不服的， 可在收到仲裁结果十五
日内向法院提起诉讼， 跟工资有
关的情况， 可以跳过前三个步骤
向法院申请支付令。

“我们工会肯定会负责到
底。”郑毅笑着对汪星辉说。

意义

20万职工的维权行动 一次全城的维权宣传

一个多月过去了，汪星辉仍然觉得有点懵懂，
“工资协商我还是不太懂，但我以后会维权了。”

此前的9月25日，在株洲河西一家餐厅做服
务员的她成了株洲市餐饮行业工资集体协商的
唯一服务员代表，会上她未发一言。

但这已经让郑毅很满意了， 作为该市总工
会民主管理部的副部长， 他全程参与了制度出
台的过程，在他看来，株洲在全省首创最细致市
一级行业工资集体协商， 其核心精神之一就是
培养维权意识。

如同历史上任何一项新政， 株洲的这项制
度，纠结与破冰始终如影随形，也为全省提供
了经验和借鉴。

【新政】“株洲协议”全省最细
9月25日，《株洲市餐饮行业工资集体

协议》出炉。它明确地将餐饮工种分为中
式烹饪、勤杂、吧台服务员等多项工种，并
分别依据该市的最低工资标准， 确定了相
应的工资待遇。 协议涵盖了全市大小三万
余家餐饮行业，涉及近20万餐饮从业人员。

此前，我省衡阳、常德两地也曾做过
餐饮行业工资协商制度的摸索，但衡阳市
并未明确将工种进行细分，常德则仅仅局
限在鼎城区一个范围之内。“站在这个角
度而言，株洲应该是全省乃至全国地市州
里最完善的。”11月5日，郑毅评价。

他的评价源自于对武汉制度的“敬
畏”。2011年4月23日，《武汉市餐饮行业工
资专项集体合同》正式出炉，合同对武汉45
万餐饮从业者最关心的问题给出答案：最
低工资标准为全市最低工资标准的130%，
中心城区最低工资1170元/月，新城区最低
975元/月。这份合同以其先行的特点，成功
入选中央电视台“中国年鉴·2011”十大事
件之一，受到全国媒体的追捧，一度被视
为工资企业协商的“武汉样本”。

但有知情者告诉记者， 其实武汉新政
的背景恰好遭遇了餐饮行业用工荒， 武汉
市总工会在给行业补贴200万元的情况下，
“趁机”推出了这项制度。“但株洲完全没有
补贴钱，做到这样难度更大。”知情者说。

【出台】“死缠烂打”谈判开场
新政出台的难度，郑毅和株洲餐饮协

会会长朱军体会良深，他们先后“交手”十
余次，才最终得以携手前行。

朱军手中有餐饮、房地产等多个项目，
在株洲是个声望颇高的企业家， 当郑毅第
一次找上他，准备谈工资协商制度时，他断
然拒绝：“工资协商， 说白了就是要餐饮老
板们多掏钱，我作为协会会长，会费都是老
板们交的，我怎么能答应这个事情。”

一次接一次，从2011年起，在长达一
年半的时间里，一边是郑毅代表的株洲市
总工会“死缠烂打”，一边是朱军代表的餐
饮协会“冷眼相向”，这份“姻缘”一直不咸
不淡地折腾着。

最终，株洲市总工会请出了餐饮协会
的主管单位商务局，终于说服了朱军。“后
来我也想通了，工资协商和餐饮业好比是
气候和森林的关系，工资协商好了，行业
气候好，最终是有利于餐饮业的成长的。”
朱军告诉记者，他去说服行业的大大小小
老板们，则更是煞费苦心：先是搞定协会
常委、再一个个说服会员、然后在株洲一
个个餐饮门店发告知书……“特别是小店

子，为了说服他们，
我们协会都去帮他们
‘打工’，给他们办厨师证、服务员
证等。”朱军笑谈，有次实在谈不下去了，
协会就直接把会议移到株洲市总工会，规
定不谈好不准走。事后，他还自掏腰包购
买了酒水，安排了晚餐招待大家。

终于， 在9月25日，《株洲市餐饮行业
工资集体协议》从幕后走到台前，开始正
式谈判。

【谈判】 每个条款争议都很激烈
当天，14名劳资代表坐在了一起，围

绕《协议》中的工资分配制度、最低工资标
准、工资增长机制、加班工资、工作时间和
休息放假、 职工福利等14项条款展开谈
判。其中朱军牵头作为企业方代表，职工
方代表则由株洲市商务局工会主席罗云
亲自领队。

1900元/月还是1750元/月？这成为最
核心的问题。职工方要求所有中式烹饪人
员最低工资不得低于1900元/月， 但企业
方则坚持1750元/月的防线。“最低工资标
准每年都在浮动，我们是参照去年到今年
7月1日测算出来的，应该比较客观。”郑毅
告诉记者，但他没想到的是，现场仍然会
剑拔弩张。

其实双方争议的核心在于保护弱势
群体。“一般来说，大厨都会超过这个工资
标准， 关键是那些学徒也要给这么多，老
板们实在不乐意。”朱军说。但罗云为代表
的职工方也一度寸土不让，最终职工方退
了一百元的步，双方才妥协：1800元/月。

“基本上每个条款， 争议都很激烈。”
株洲市总工会民主管理部部长汪建平明
确地说， 建立制度恰恰是工会的初衷，而
争议也恰恰是协商的特色所在。

【纠结】 福利条款一笔带过
双方更纠结的还有职工福利、男女同

工同酬等条款，最终这些条款都选择了一
笔带过，如职工福利直接简略为“按国家
规定的福利执行”。 但记者发现， 武汉的
“职工福利”一项则明确为“企业为职工免
费提供工作餐、工作服、住宿和其它福利；
企业定期安排职工进行身体健康检查，通
常每年一次，并承担全部费用。企业应采
取措施为职工安排传染病、流行病、职业
病、工伤等的预防和治疗。”

当天，罗云和朱军分别代表双方在协
议上签字，9月28日协议正式生效，有效期
三年。 ■记者 汤霞玲 邹丽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