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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省人社部门

将联合省总工会向企业提出“要约”，即相

关部门向用人单位行政提出开展集体协

商、签订集体合同的要约。

要约是法律法规赋予工会的权利和责

任，也是启动签订集体合同的法定程序。工

会将通过发出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要约

的形式，推进工资集体协商集体合同制度

化。根据相关规定，集体合同的协商与签订

要求企业职工一方与用人单位就劳动报酬、

工作时间、休息休假、保险福利等事项，通过

平等协商达成书面协议。

记者还从合肥市人社局仲裁处了解

到，目前该局已制作了合肥市集体合同示

范文本。企业签订集体合同时可参照该文

本，将更加方便和规范。

企业“不愿谈”员工“不敢谈”

我省工资集体协商为何这么难？
日前，记者从省人社部门了解到，我省目前尚在有效期内的集

体合同为1万多份，共涉及150多万职工。“但不少签订集体合同的

企业在工资集体协商方面流于形式，今后职工工资涨不涨、如何

涨，企业能否不再一言堂？”记者从省人社部门了解到，该部门将联

合省总工会等向我省企业发出“要约”签订“集体合同”，进一步推

进我省企业与职工进行工资集体协商。记者 赵莉 刘元媛

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让许多人叫好，但

记者发现目前我省企业推行起来却相当

艰难。

“我们公司成立工会时必须签订集

体合同，不过就是走个过场而已。”省城

一家不愿透露姓名的私企HR告诉记者，

虽然企业与职工签订了集体合同，但从

来未按规定对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以及

休息休假等进行过平等协商。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职工对企业发放

的工资、福利待遇等大多抱着“逆来顺受”的

态度，即“多给多拿，不给作罢”。当记者提

到这些与劳动者息息相关的待遇问题可以

和企业进行协商时，不少劳动者直摇头。

“我在公司已经有7年多了，公司规

模越来越大，业绩年年上升，可是我们的

工资却没涨多少。”在合肥一家民营企业

工作的李女士告诉记者，她的工资、奖金、

年终奖等都是由老板一人说了算。“老板

能发善心多给些工资，我就已经很满足

了，哪还敢幻想与老板谈判？”

小李告诉记者，和企业相比劳动者处

于弱势地位根本不敢“讨价还价”，使得工

资集体协商成为“走过场”。部分中小企

业尚未与职工签订集体合同，也就更谈不

上“工资协商”。

采访中，也有一些国有企业的员工表

示，公司实行工资集体协商以来，近些年

来他们的工资逐年增长。在合肥一家国

有企业工作的王先生高兴地说，“这确实

是一项为员工着想的好制度，希望能够一

直很好地实行下去。”

采访中，不少企业老板也向记者道出了

肚里的苦水。以生产纸箱为主的一家私营企

业老板告诉记者，该企业处在并不发达的皖北

县城，当地不少劳动力都选择了外出打工，因

而企业经常为招不到工人头疼。“就算我们实

行工资集体协商制也没用，厂里的员工干了一

段时间就走人，职工流失率高达50%以上。

我觉得这一制度实施也是要有条件的。”

“企业经营状况很难预测，存在的风险

也比较大，但协议白纸黑字，一旦签了字，万

一生意不好，兑现不了合同，那等于是拿绳

子绑住自己。”合肥一家私营企业主坦言，公

司会视情况给员工加工资，但真正搞工资协

商，内心还是不情愿的，怕把企业套牢。

安徽省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从目

前我省实施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现状来看，

一些国有大型企业已经开始推行这一制度，

但是大部分企业只是流于形式。中小企业是

制度执行的难点，也是重点。目前，我省的劳

动争议案件主要集中在劳资矛盾方面，而案

件高发地就在中小企业。但单纯靠企业主主

动让步或提高觉悟，是很难推行的。

不过，近几年，在“招工难”和员工流动

率高的困扰下，企业也越发懂得通过重视

改善员工待遇，创造和谐的用工环境来吸

引人才。因此，现在正是全面推行工资集

体协商制度的好时机，省总工会也正在设

法积极推行这一制度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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