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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案例】

    2016 年 10 月 15 日，陈某与厦门某旅游文创书店签订劳动合同，入职后担任该书店店长。由于

行业工作的特殊性，书店会经常安排员工在周末和法定节假日期间上班。2018 年 10 月 15 日，陈某

与该书店所签订的劳动合同到期。之后，陈某以书店克扣他 2018 年春节及国庆期间的加班费为由，

向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书店补发加班工资 3000 元。仲裁过程中，陈某拿出了 2018 年春节和

国庆节的排班表，上面显示陈某在这两个节日期间共上了 10 天班。

    书店则认为陈某虽然在春节和国庆节加班共计 10 天，但事后已经安排陈某补休，不应当再支

付加班费。

【争议焦点 &裁决结果】

    本案争议焦点为：法定节假日上班节后补休，单位还需支付加班费吗？

    仲裁委经审理认为 :书店的做法不符合法律规定，最终裁决书店补发陈某加班工资 3000 元。

【律师说法】

    关于加班工资的支付标准，我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

按照下列标准支付高于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工资报酬：（一）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

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工资报酬；（二）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

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二百的工资报酬；（三）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

的百分之三百的工资报酬。

    劳动法意义上的法定休假日是指全体公民放假的节日。标准工作时间以外延长劳动者工作时

间与休息日、法定节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相比，虽然都是占有了劳动者的休息时间，但是三种情形

下组织劳动者劳动并不完全一样，特别是法定节假日对劳动者来说，其休息有比往常和休息日更为

重要的意义，也影响到劳动者的精神文化生活和其他社会活动，这是补休所无法弥补的，因此应当

给予更高的工资报酬。而休息日期间安排劳动者加班，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同等时间的补休，不能安

排补休的，应当按照不低于劳动者本人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二倍支付，即可以“ 补休 ”或者“ 补

钱”。因此，根据《劳动法》第四十四条之三的规定，本案中书店以事后已安排陈某补休为借口拒绝

支付春节及国庆假日期间法定节假日的加班工资，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当按不低于正常工作时间工

资的三倍补发加班工资。

文章来源：找法网 有删改

每日为你提供有价值的人力资源信息！

上海名牌服务

上海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

上海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人才服务平台

上海 | 北京 | 广州 | 深圳 | 杭州 | 宁波 | 嘉兴 | 南京 | 苏州 | 无锡 | 福州 | 青岛 | 济南 | 天津 | 大连 | 沈阳 | 长春 | 郑州 | 武汉 | 成都 | 重庆 | 长沙 | 安徽 | 西安 | 东莞 | 哈尔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