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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资规定

(2004年 1月 20日劳动保障部令第21号公布 自 2004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维护劳动者取得劳动报酬的合法权益，保障劳

动者个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根据劳动法和国务院有关规

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民办

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

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

劳动者，依照本规定执行。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最低工资标准，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

时间或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

的前提下，用人单位依法应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

本规定所称正常劳动，是指劳动者按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

定，在法定工作时间或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从事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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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依法享受带薪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生育（产）假、

节育手术假等国家规定的假期间，以及法定工作时间内依法参加

社会活动期间，视为提供了正常劳动。

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对

本行政区域内用人单位执行本规定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各级工会组织依法对本规定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发现用人单

位支付劳动者工资违反本规定的，有权要求当地劳动保障行政部

门处理。

第五条 最低工资标准一般采取月最低工资标准和小时最

低工资标准的形式。月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全日制就业劳动者，

小时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

第六条 确定和调整月最低工资标准，应参考当地就业者及

其赡养人口的最低生活费用、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职工个人

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职工平均工资、经济发展水平、

就业状况等因素。

确定和调整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应在颁布的月最低工资标准

的基础上，考虑单位应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和基本医疗保险费

因素，同时还应适当考虑非全日制劳动者在工作稳定性、劳动条

件和劳动强度、福利等方面与全日制就业人员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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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最低工资标准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具体测算方法见附件。

第七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的不同行政区域可以有

不同的最低工资标准。

第八条 最低工资标准的确定和调整方案，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会同同级工会、企业联合会/

企业家协会研究拟订，并将拟订的方案报送劳动保障部。方案内

容包括最低工资确定和调整的依据、适用范围、拟订标准和说明。

劳动保障部在收到拟订方案后，应征求全国总工会、中国企业联

合会/企业家协会的意见。

劳动保障部对方案可以提出修订意见，若在方案收到后 14

日内未提出修订意见的，视为同意。

第九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将本地区

最低工资标准方案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并在批

准后 7日内在当地政府公报上和至少一种全地区性报纸上发布。

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在发布后 10 日内将最

低工资标准报劳动保障部。

第十条 最低工资标准发布实施后，如本规定第六条所规定

的相关因素发生变化，应当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

调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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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用人单位应在最低工资标准发布后 10 日内将该

标准向本单位全体劳动者公示。

第十二条 在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应支

付给劳动者的工资在剔除下列各项以后，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

标准：

（一）延长工作时间工资；

（ĭ）中Į、įĮ、İı、低ı、Ĳ下、有ĳ有Ĵ等ĵĶ工

作ķ境、条件下的ĸĹ；

（ĺ）法Ļ、法规和国家规定的劳动者福利ļĽ等。

实行ľ件工资或提成工资等工资形式的用人单位，在Ŀŀ合

理的劳动定Ł基础上，其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相应的最低

工资标准。

劳动者由于本人ł因Ń成在法定工作时间内或依法签订的

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未提供正常劳动的，不适用于本条规

定。

第十三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规定第ń一条规定的，由劳动保

障行政部门责Ņ其ņ期Ň正；违反本规定第ńĭ条规定的，由劳

动保障行政部门责Ņ其ņ期ň发所ŉ劳动者工资，并可责Ņ其按

所ŉ工资的 1至 Ŋŋ支付劳动者Ō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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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就执行最低工资标准发

生Ŏŏ，按劳动Ŏŏ处理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 Ő004 年 ő 月 1 日Œ实施。1œœő 年 11

月 Ő4 日ł劳动部发布的Ŕ企业最低工资规定ŕ同时Ŗ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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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最低工资标准测算方法

最低工资标准测算方法

一、确定最低工资标准应考虑的因素

确定最低工资标准一般考虑城镇居民生活费用支出、职工个

人缴纳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职工平均工资、Ř业ř、经济

发展水平等因素。可用公式Ś示为：

śŜŝ（Ş、ş、Š、š、Ţ、ţ）

ś 最低工资标准；

Ş 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用；

ş 职工个人缴纳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

Š 职工平均工资；

š Ř业ř；

Ţ 经济发展水平；

ţ 调整因素。

二、确定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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ŤťŦŧ法 Ũ根据城镇居民家ľ调查资ũ，确定一定Ŧ

Ū的最低人均收ū户为Ŭŭ户，统ľ出Ŭŭ户的人均生活费用支

出水平，Ů以每一就业者的赡养系数，ů加上一个调整数。

Űťű格Ų系数法 Ũ根据国家ų养ŀ会提供的年度标准

ŴŵŶ及标准Ŵŵŷ取Ÿ，Ź合标准Ŵŵ的市ź价格，ľ算出最

低Ŵŵ支出标准，除以ű格Ų系数，得出最低生活费用标准，ů

Ů以每一就业者的赡养系数，ů加上一个调整数。

以上方法ľ算出月最低工资标准后，ů考虑职工个人缴纳社

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社会Ż济金和Ř业

保险金标准、就业状况、经济发展水平等进行ż要的修正。

ŽŪ：ž地区最低收ū组人均每月生活费支出为 Ő10 ſ，每

一就业者赡养系数为 1ƀƁ7，最低Ŵŵ费用为 1Ő7 ſ，ű格Ų系

数为 0ƀƂ04，平均工资为 œ00 ſ。

Ťť按Ŧŧ法ľ算得出该地区月最低工资标准为：

月最低工资标准ƃŐ10Ƅ1ƀƁ7ƅţƃőœőƅţ（ſ） （1）

Űť按ű格Ų系数法ľ算得出该地区月最低工资标准为：

月最低工资标准Ŝ1Ő7Ɔ0ƀƂ04Ƅ1ƀƁ7ƇţŜőœőƇţ（ſ）

（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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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1）与（Ő）中 ţ的调整因素ƈ要考虑当地个人缴纳养

老、Ř业、医疗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等费用。

Ɖ，按照国Ɗ上一般月最低工资标准相当于月平均工资的

40ƋƂ0ƌ，ƍ该地区月最低工资标准范围应在 őƂ0 ſƋŊ40 ſ之

间。

小时最低工资标准ƃƎ（月最低工资标准ƆŐ0ƀœŐƆƁ）Ƅ（1ƅ

单位应当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ŦŪ之和）Ə

Ƅ（1ƅƐ动系数）

Ɛ动系数的确定ƈ要考虑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工作稳定性、

劳动条件和劳动强度、福利等方面与全日制就业人员之间的差

异。

各地可参照以上测算办法，根据当地实Ɗ情况合理确定月、

小时最低工资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