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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门公布的第一宗典
型案例显示，张某于2020年 6
月入职某快递公司，双方订立
的劳动合同约定试用期为3个
月，试用期月工资为 8000 元，
工作时间执行某快递公司规
章制度相关规定。某快递公
司规章制度规定，工作时间为
早 9 时至晚 9 时，每周工作 6
天。2 个月后，张某以工作时
间严重超过法律规定上限为
由拒绝超时加班安排，公司即
以张某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
符合录用条件为由与其解除
劳动合同。张某向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简称“仲裁
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
某快递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
动合同赔偿金8000元。

仲裁委员会裁决某快递

公司支付张某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赔偿金8000元（裁决为终
局裁决）。仲裁委员会将案件
情况通报劳动保障监察机构，
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对某快递
公司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
规定的情形责令其改正，给予
警告。

两部门指出，本案的争议
焦点是张某拒绝违法超时加
班安排，公司能否与其解除劳
动合同。劳动法第四十一条
规定：“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
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
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
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因特殊
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
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
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
过三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

三十六小时。”第四十三条规
定：“用人单位不得违反本法
规 定 延 长 劳 动 者 的 工 作 时
间。”为确保劳动者休息权的
实现，我国法律对延长工作时
间的上限予以明确规定。用
人单位制定违反法律规定的
加班制度，在劳动合同中与劳
动者约定违反法律规定的加
班条款，均应认定为无效。

两部门指出，本案中，某
快递公司规章制度中“工作时
间为早 9 时至晚 9 时，每周工
作6天”的内容，严重违反法律
关于延长工作时间上限的规
定，应认定为无效。张某拒绝
违法超时加班安排，系维护自
己合法权益，不能据此认定其
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
用条件。

企业以鼓励“奋斗”为由
不支付员工加班费 违法！

最高人民法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发布超时加班劳动
人事争议典型案例，其中明确：

羊城晚报记者 董柳

“996”“白加黑”“5+2”……超时加班
让上班族深恶痛绝，往往又无可奈何。

近期，一些行业、企业超时加班问题
受到社会广泛关注。26日，最高人民法
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下简称“两
部门”）联合向社会公开发布《劳动人事争
议典型案例（第二批）》（共 10 个）。

近来饱受争议的“996”（指“工作时
间为早 9 时至晚 9 时，每周工作 6 天”）被
两部门明确否定。两部门通过其中一宗
典型案例明确：“996”严重违反法律关于
延长工作时间上限的规定，相关公司规章
制度应认定为无效。

周某于2020年7月入职某汽车
服务公司，双方订立的劳动合同约
定月工资为 4000 元（含加班费）。
2021年 2月，周某因个人原因提出
解除劳动合同，并认为即使按当地
最低工资标准认定其法定标准工作
时间工资，某汽车服务公司亦未足
额支付加班费，要求支付差额。某
汽车服务公司认可周某加班事实，
但以劳动合同中约定的月工资中已
含加班费为由拒绝支付。周某向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简称“仲裁
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公司
支付加班费差额1.7万元。

仲裁委员会裁决该公司支付
周某加班费差额 1.7 万元（裁决为
终局裁决）。

两部门分析称，根据劳动法和
《最低工资规定》（劳动和社会保障
部令第 21 号）的相关规定，用人单
位可以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
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并与劳动
者进行相应约定，但不得违反法律
关于最低工资保障、加班费支付标

准的规定。本案中，根据周某实际
工作时间折算，即使按照当地最低
工资标准认定周某法定标准工作
时间工资，并以此为基数核算加班
费，也超出了4000元的约定工资，
表明某汽车服务公司未依法足额
支付周某加班费。

两部门指出了该案的典型意
义：包薪制是指在劳动合同中打包
约定法定标准工作时间工资和加
班费的一种工资分配方式，在部分
加班安排较多且时间相对固定的
行业中比较普遍。虽然用人单位
有依法制定内部薪酬分配制度的
自主权，但内部薪酬分配制度的制
定和执行须符合相关法律的规
定。实践中，部分用人单位存在以
实行包薪制规避或者减少承担支
付加班费法定责任的情况。实行
包薪制的用人单位应严格按照不
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法
定标准工作时间的工资，同时按照
国家关于加班费的有关法律规定
足额支付加班费。

在另外一个案例中，吴某于
2019年12月入职某医药公司，月工
资1.8万元。某医药公司加班管理制
度规定：“加班需提交加班申请单，按
程序审批。未经审批的，不认定为加
班，不支付加班费。”吴某入职后，按
照公司安排实际执行每天早9时至
晚9时，每周工作6天的工作制度。
其按照公司加班管理制度提交了加
班申请单，但公司未实际履行审批手
续。2020年11月，吴某与公司协商
解除劳动合同，要求公司支付加班
费，并出具了考勤记录、与部门领导
及同事的微信聊天记录、工作会议纪
要等。公司虽认可证据的真实性但
以无公司审批手续为由拒绝支付。
吴某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简
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
决公司支付2019年12月至2020年
11月加班费5万元。

仲裁委员会裁决某医药公司
支付吴某 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1 月加班费 5 万元。某医药公司

不服仲裁裁决起诉，生效的一审法
院判决与仲裁裁决一致。

两部门指出，本案的争议焦点
是某医药公司能否以无公司审批
手续为由拒绝支付吴某加班费。
根据劳动法和《工资支付暂行规
定》（劳部发〔1994〕489 号）的规定，
符合“用人单位安排”“法定标准工
作时间以外工作”情形的，用人单
位应当依法支付劳动者加班费。
本案中，某医药公司未实际履行加
班审批手续，并不影响对“用人单
位安排加班”这一事实的认定。

两部门指出了该案的典型意
义：劳动规章制度对用人单位和劳
动者都具有约束力。一方面，用人
单位应严格按规章制度的规定实
施管理行为，不得滥用优势地位，
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另一方面，
劳动者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
注意保留相关证据，为维权提供依
据。仲裁委员会、人民法院应准确
把握加班事实认定标准。

在另外一宗典型案例中，张
某于2020年 6月入职某科技公
司，月工资2万元。某科技公司
在与张某订立劳动合同时，要求
其订立一份协议作为合同附件，
协议内容包括“我自愿申请加入
公司奋斗者计划，放弃加班费。”
半年后，张某因个人原因提出解
除劳动合同，并要求支付加班
费。公司认可张某加班事实，但
以其自愿订立放弃加班费协议
为由拒绝支付。张某向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简称“仲裁
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公
司支付2020年6月至12月加班
费2.4万元。其请求后来获仲裁
委员会支持。

两部门分析称，本案的争议
焦点是张某与企业订立放弃加班

费协议后，还能否主张加班费。
根据劳动合同法和《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
律问题的解释（一）》中的规定，加
班费是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工
资报酬，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明确
规定了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加班
费的责任。约定放弃加班费的协
议免除了用人单位的法定责任、
排除了劳动者权利，显失公平，应
认定无效。本案中，某科技公司
利用在订立劳动合同时的主导地
位，要求张某在其单方制定的格
式条款上签字放弃加班费，既违
反法律规定，也违背公平原则，侵
害了张某工资报酬权益。

两部门就该案指出：崇尚奋
斗无可厚非，但不能成为用人单
位规避法定责任的挡箭牌。

薪酬分配
公司薪酬制度不得违反法律有关规定

加班认定
员工是否加班不由用人单位单方面认定

关于加班
“996”工作制严重违反法律规定 关于加班费

企业“放弃加班费协议”应属无效

今年 4 月，广州首批集中
供 地 落 幕 。 两 天 合 计 涉 及 超
906 亿元，最后成功出让 42 宗
地（4 宗进入摇号），6 宗流拍，
已经成功成交有 38 宗地块，有
20 宗为底价成交。

这是“两集中”（重点城市
住宅用地集中公告、集中供应）
以来，一线城市首次转让用地
使用权，且全部为涉宅用地。

充足的住宅用地供应是广
州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的强力保障。《广州市 2021 年
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显示，广州
土 地 供 应 以 优 化 土 地 供 应 结
构、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促进土
地集约节约利用为导向，对土
地供应的总量、结构、布局和方
式进行了科学合理的安排。

据《供应计划》，2021 年全
市 计 划 供 应 各 类 用 地 总 量 为
2544 公顷。从用地功能结构来
看，工业商服用地、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住宅用地各占
约 46%、29%和 25%，从区域分
布来看，中心六区和其他区各
占 39%和 61%。

记者从广州市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了解到，2021 年 1 月—7
月，全市已供应住宅用地面积
489 公顷，同比增长 28%；建筑
面积 1118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29% 。 计 算 第 二 批 挂 牌 面 积
后，预计超额完成全年住宅用
地供应计划。

本 次 挂 牌 住 宅 用 地 成 交
后，预计全年还将进行 1 次集
中挂牌出让住宅用地。

集中挂牌地块最高溢价率不超15%
黄埔、南沙地块限定房屋最高售价

羊城晚报记者 孙绮曼 赵燕华
通讯员 穗规资宣

广州今年第二次集中供地共出让48宗住宅用地，本次土地拍卖多了很多硬要求：

2021 年 8 月 26 日，广
州市集中挂牌48宗商品住
宅用地，合计用地面积305
公顷，建筑面积879万平方
米，出让起始价 1124亿元，
折合楼面单价 12791 元/平
方米。本次供地计划于9月
26日和27日两天集中网上
限时竞价，预计9月底完成
交易。

这是继4月份完成首批
集中供地后，本年度第二批
次集中供应住宅用地，两次
供地推出宗地数都为 48
宗。但在第二批次集中供
地中，广州调整了土地拍卖
规则——增加了“限房价”
“限销售对象”“防马甲”“一
次性书面报价”等出让方
式，黄埔、南沙等热门住宅
地块，全部采用了“竞地价、
限房价”模式，并规定首套
住房购房家庭(或个人)购房
总套数占新建商品住房规
划总套数的比例不低于
50%。

广州预计超额完成
全年住宅用地
供应计划

增供应
外围区域供应地

块占比75%
记者从广州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了解到，本次集中供地
涉及宗地总面积 304.82 万平方
米，计容建筑总面积 878.74 万
平方米，挂牌起始总价 1124 亿
元，地块位置涵盖海珠（2 宗）、
荔湾（2 宗）、白云（5 宗）、番禺
（5 宗）、黄埔（3 宗）、南沙（6
宗）、花都（1 宗）、增城（22 宗）
和从化（2 宗）共计9个辖区。

从行政区划来看，除天河
区、越秀区外，其余 9区均有供
应，中心六区（天河区、越秀区、
荔湾区、海珠区、白云区、黄埔
区）以外的外围区域共供应 36
宗，占比达 75%，再次成为供应
大户。而增城区（22 宗）更是以
全市超 40%供应占比坐实了

“东大仓”的身份。
中 心 六 区 中 有 荔 湾（2

宗）、白云（5 宗）、海珠（2 宗）、
黄埔（3 宗）新增供应，越秀区
与天河两区依然无地挂出。

荔 湾 的 2 宗 地 为 广 钢
AF040234 地 块 与 荷 景 路 地
块。广钢 AF040234 地块位于
珠江西岸，是近年广钢出让地
块中最大的地块，规划配建广

钢中央公园，以及初中、高中各
一所。目前该片区二手房价逾
5 万元/平方米，附近新房房价
则在每平方米 4 万元至 7 万元
不等。

白云第二批出让地块集中
在白云新城、石湖等板块。其
中白云新城地块将建设集金
融、科技、航空、地产等为一体
的总部集聚区和高端商业综
合体。

番禺第二批出让地块集中
在创新城、大石、汽车小镇等板
块。其中，大石板块宅地一次
性入市两宗，该板块接收了中
心区部分居住外溢需求，周边
如富丽家园、富庭东园等二手
房房价每平方米在 2 万元至 3
万元不等。

提品质
绿色建筑标准纳

入建设要求
在缺席了第一次集中供地

之后，本次海珠推出了 2 宗地
块，分别为蚝壳洲地块与江泰
路地块。值得注意的是，海珠
本次推出的 2 宗地块均在出让
条件中注明了“建筑要求达到
绿色三星标准”。

据《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绿色建筑认证划分为三个等

级，其中绿色三星级为绿色建
筑的最高标准。

本次广州将绿色建筑标准
纳入建设要求，是否意味着楼
市即将走向品质时代？

对此，易居研究院智库中
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羊城晚报
记者分析称，在开始“竞品质”
的大背景下，各地对绿色建筑、
装配式建筑等提出了要求，说
明在供应量增加的同时，日后
产品的质量也将被重视。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
首席研究员李宇嘉告诉羊城晚
报记者，竞品质是这一轮土地
出让普遍要求的规则，各个城
市都要实施。

“竞争品质与控制成本和
避免推高房价如何协调，是一
个需要思考的问题。广州先拿
出两宗地来，做适合本地的探
索，形成成熟的经验，以后再去
其他地块推广。”李宇嘉说。

严限制
限 高 价、限“马

甲”、限销售对象
本次集中供地在竞价指标

设置方面，将采取限“马甲”、限
地价、限溢价等措施，继续完善
房价地价联动出让机制，确保
不折不扣落实“稳地价、稳房

价、稳预期”和“房住不炒”有关
精神要求。

与 4 月份第一次集中供地
相比，此次土拍要求有多处不
同。

限“马甲”——严禁开发商
“多马甲拿地”，即同一名申请
人只能进行一次交易申请（含
联合申请）。

限高价——在严格限制高
价地方面，本次所有集中挂牌
地 块 土 地 最 高 溢 价 率 不 超
15%。本次供地中大部分土地
限制最高楼面价，明显低于同
板块此前成交的最高楼面价。

限销售对象——黄埔、南
沙住宅地块全部采用“竞地价、
限房价”模式，并规定首套住房
购房家庭(或个人 )购房总套数
占新建商品住房规划总套数的
比例不低于50%。

对此，李宇嘉分析称，土
地 出 让 公 告 对 黄 埔、南 沙 明
文 规 定 ，宗 地 范 围 内 未 来 建
成 的 房 屋 售 价 最 高 限 价 ，黄
埔限价在 2.85 万元-4.6 万元/
平 方 米 ，南 沙 限 价 在 2.4 万
元-3.78 万元/平方米。“这两
个区域是 2020 年以来房价上
涨最快的区域。今年上半年
也 比 较 火 热 ，需 要 启 动 房 价
地价联动。”

克而瑞广佛区域首席分析

师肖文晓则指出，从二次土拍
的规则设定可以看到，“稳地
价”已经成为二次供地地方政
府必须达成的重中之重。

“通过本次土地供给侧的
改革，‘稳房价’和‘稳预期’这
两个调控目标的实现将更有保
障。”肖文晓强调，值得注意的
是，针对此前市场对调控限房
价而不限地价的诟病，本次供
地的起拍价和最高溢价都要低
于此前，摇号和一次性书面报
价的终次规则设定为房企留下
了适当的盈利空间。

“与此同时，政府又加强了
对房企买地资金来源的监管、
严格限制单宗地的竞买马甲，
一方面对房企的资金实力提出
一定的要求，另一方面又给予
了符合条件的房企更多的拿地
机会，其主旨也是维护市场的
健康发展以及合理竞争，在优
胜劣汰的同时又不至于寡头垄
断。”肖文晓说。

在李宇嘉看来，未来热点
城市土拍 ，既 要 贯 彻 国 家 的
长 效 机 制 要 求 ，也 要 结 合 地
方的特色。但不管如何差别
化，如何一城一策，“炒地皮”
的 出 让 模 式 终 结 了 ，变 相 推
高 房 价 也 不 再 可 行 ，因 为 这
些都是地方以地产刺激短期
经济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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