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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社会的节奏越来越快，生活成本也在逐渐增大。与此同时，物价的持续上涨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根据统计数据，2022年的生活
成本同比上涨了28%，进入2023年后，物价上涨的趋势也并未减弱。
对于职场人来说，工资上涨无疑才是最好的消息。2023年以来，全国多地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标准一经确定，各相关单位和企业

必须按照规定发放工资。这一调整旨在保障劳动者的权益，确保他们能够获得合理的报酬。

建立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
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

最低工资标准
调整的意义

本文所称最低工资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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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对社会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历来重视保障劳动者

的合法权益， 如在最低工资标
准方面， 《劳动合同法》 第五
十五条规定， 集体合同中劳动
报酬和劳动条件等标准不得低

于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标

准；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的
劳动合同中劳动报酬和劳动条

件等标准不得低于集体合同规

定的标准。
但在实际生活中， 长期以

来， 部分企业为了提高经营利
润， 采取克扣工资的手段， 侵
犯了劳动者的权益。 这种行为
不仅对劳动者不公平， 也对社
会环境造成了负面影响 。 因
此 ， 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目
的， 是从根本上遏制这种违法
行为的发生， 对用人单位施加
一定的约束， 通过保障劳动者
的合法权益， 促进社会的和谐
稳定发展。

上海最低工资标准的
调整趋势

2023 年 6 月，经上海市政
府同意，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印发 《关于调整本市最低工
资标准的 通知 》 （沪人社 规
〔2023〕19 号），从 2023 年 7 月
1 日起， 本市月最低工资标准
调整为 2690 元，小时最低工资
标准调整为 24 元。与今年社会
平均工资上涨 6.9%相比，最低
工资标准在 2022 年未做调整
的情况下， 两年的综合增长率
仅 3.86%， 远低于本市整体工
资增长水平。总的来说，当前上
海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趋势可

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一是最低工资标准水平偏

低 ， 导致劳动力市场定价扭
曲。 具体表现为上海最低工资
标准的绝对水平和相对水平都

较低。
二是最低工资标准增长缓

慢， 未能体现出 “劳有所得”。
具体表现为 ： 第一 ， 2017 年
之后的历次调整幅度接近 CPI
的变化率， 仅能消除物价上涨
因素， 低于人均 GDP 增长率，
未能反映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 。 第二 ， 2017 年之后的
历次调整幅度接近企业工资指

导线 （下线）， 低于社会平均
工资增长幅度和企业工资指导

线 （平均线）， 未能反映出上
海劳动力市场上的薪资水平变

化状况。
三是最低工资标准功能弱

化， 对劳动者就业意愿激励不
足。 具体表现为： 第一， 上海
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幅度在

2015 年之后一直低于失业保
险金和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调

整幅度 ， 2023 年三者比例为
1:0.81:0.58， 过低的最低工资

标准导致劳动者特别是本地户

籍劳动者的就业意愿下降。 第
二， 最低工资制度的功能定位
存在误区。 通常认为最低工资
提供的是劳动者的最低生活保

障， 但工资作为劳动者付出劳
动所得的对价， 体现的是劳动
者创造的社会价值。 最低工资
标准更应反映出社会对低技能

劳动的价值认可， 而不仅仅是
最低生活保障。

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
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
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不仅要

适当考虑到工人及其家庭的需

要， 还要考虑到经济因素， 如
内需增加、 消费提升对经济增
长的刺激作用。 因此， 有必要
按照国际惯例和上海实际经济

发展与消费水平， 建立起与社
会平均工资增长幅度相适应的

最低工资标准增长机制。
一是厘清最低工资标准的

功能定位， 进一步体现出劳动
的社会价值。 首先， 在明确最
低工资的托底保障作用之外 ，
还要认识到工资的社会属性 ，

最低工资是对低技能劳动的价

值认可， 适度提高最低工资标
准可以增进劳动者的就业意

愿。 其次， 要认识到最低工资
标准的调整时间具有一定的滞

后性， 调整依据主要是过去一
两年的数据， 三方协商只是在
谈判中确认过去已经发生的工

资变化事实， 不是对本年及未
来几年工作水平变化的预测 。
再次， 要认识到合理的收入分
配可激发各生产要素的活力 ，
使劳动者尤其是低收入者的积

极性、 主动性提高， 推动社会
生产力的发展。

二是明确最低工资标准的

调整原则， 特别是与其他民生
保障待遇的关系。 首先， 要采
取 “小步快走” 方式调整最低
工资标准， 每年根据上一年的
就业市场变化适当调整标准 ，
及时反映市场上工资水平变化

情况。 其次， 要对最低工资标
准有一定的中长期目标， 通过
连续、 渐进的调整来协调工人
及其家庭的合法需求与企业或

雇主在工资支付能力之间的差

距。 再次， 要适当控制最低工

资、 失业保险金、 最低生活保
障之间的比例， 既要避免失业
保险金和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过

低， 导致失业人员、 贫困居民
无法正常生活， 也要避免最低
工资标准过低， 导致低技能劳
动失去就业意愿。

三是细化调整最低工资标

准的参考因素， 体现劳动就业
市场的变化情况。 首先， 在重
点关注物价因素 （CPI） 之外，
将经济发展 （GDP）、 劳动就
业 （工资水平） 等因素都纳入
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决策之

中， 让低收入劳动者共享经济
发展成果。 其次， 要充分调查
本市劳动就业市场， 细化异质
性研究， 精准定位受到最低工
资标准影响的群体， 通过引入
经济学量化分析模型， 精确测
算相关群体的收入变化情况 。
再次， 要在充分了解职工群体
收入状况的情况下， 提出与企
业工资指导线、 社会平均工资
调整幅度相适应的最低工资标

准调整建议， 统一与职工收入
有关的数据发布。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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