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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津贴与女职工的利益密切相关，但是许多企业对生育津贴并
不了解，不但无法管理职工的申领过程，更可能因为理解偏差产生未及
时支付工资的风险。本文将从生育津贴与工资之间的关系出发，梳理两
者的不同点，提示企业在职工申领生育津贴的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风险
并提出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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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生育津贴
生育津贴是生育保险待遇

的一种， 是女职工在产假期间
享受的相关保障。 工资是指用
人单位依据劳动合同的规定 ，
以各种形式支付给劳动者的工

资报酬。尽管《北京市企业职工
生育保险规定》 第十五条明确
规定， 生育津贴为女职工产假
期间的工资， 但两者在发放主
体、发放时间、纳税要求、数额
等方面存在差异。不过，从发放
角度来看， 主流观点认为职工
不能同时领取产假工资和生育

津贴。通俗一点说，两者发放到
职工手中为同一笔钱。

根据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
别规定》第八条之规定，对于参
加生育保险的职工， 生育津贴
的数额以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

月平均工资为准， 不以本人工
资为准。因此，为保障高收入的
女职工不因为生育而减少收

入，北京、上海和广东等地区都
明确规定， 生育津贴低于职工
原工资标准的， 差额部分由用
人单位补足。其中，上海地区的
处理最为特殊， 详细区分了女
职工产前工资、 所在用人单位
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本市
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

（社平工资）300%。

垫付生育津贴义务
既然职工不能同时领取产

假工资和生育津贴， 职工又可
以在生育后向社保部门申领生

育津贴， 那么企业是不是就不
用发放工资了？ 这就是混淆了
垫付生育津贴义务与发放工资

义务， 下文将重点阐述两种义

务的区别。
由于申报生育津贴要在生

产结束后， 并且需要提交大量
证明材料， 而且给付存在滞后
性， 部分地区规定企业有义务
以工资先行垫付生育津贴。

其中，《广东省职工生育保
险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生育津
贴由用人单位按照职工原工资

标准逐月垫付。 通过案例调研
可以发现， 企业不得以任何理
由逃避垫付工资的义务。 若企
业未按照原标准支付产假期间

工资， 即使申领生育津贴后一
次性补发， 在职工不认可补救
行为的情况下， 依然构成未及
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并需要承

担经济补偿金。此外，即使职工
未配合企业办理生育津贴或不

配合提供产假信息资料与数据

核对， 也不构成企业未及时足
额支付工资的抗辩理由。

其余大部分地区无强制要

求企业先行垫付生育津贴的规

定， 且符合申领生育保险待遇
的职工， 其产假期间的生育津
贴应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 ，故
企业并无先行垫付的义务。

工资发放义务
工资发放义务是建立劳动

关系后企业必须履行的义务 。
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七
条和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

定》第五条之规定，工资至少每
月支付一次， 并且企业不得因
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降低其
工资。

可见，在职工产假期间，企
业依然负担发放工资的义务 。
此外，广东、江苏等地区都明确
规定， 产假期间应当视同职工
提供正常劳动并支付其工资。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天津
市于 2022 年 11 月 14 日公布
了 《关于女职工产假有关事项
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第四条
提出， 用人单位在女职工产假
期间不再支付工资， 但应落实
相关福利待遇。 可见新规可能
免除企业在产假期间的工资发

放义务， 一定程度上减轻企业
的资金压力以及后期难以要回

带来的坏账风险， 需要持续关
注该规定的实施情况及其他地

区是否会效仿。

企业可否让职工返还工资
在实践中， 企业不愿意发

放产假期间的工资也有自身苦

衷， 如果职工不配合申领生育
津贴或申领后拒不返还， 将导
致企业先行发放的工资无法得

到补偿。针对这种困境，笔者根
据自身经验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从未来工资中扣除 。

北京、辽宁、广东等地区允许双
方对于用人单位扣发工资的情

形进行约定或在规章制度中予

以规定。 企业可以在 《员工手
册》中规定，如果因为职工个人
原因导致公司无法申领生育津

贴， 公司可以从税前工资中扣
除相应部分 （每月扣除部分及
扣除后余额以当地规定为准）。
同时提醒企业注意， 由于各地
规定及裁审口径存在差异 ，为
避免法院从严认定可以扣除工

资的情形， 笔者建议企业与涉
及该操作的职工单独签订协

议，增强扣除行为的合法性。
二是诉诸仲裁与诉讼。 从

未来工资中扣除的做法可能面

临职工已经辞职或依照当地规

定不能扣除的窘境， 企业只能
选择通过诉讼途径挽回相应损

失。尽管前文已经明确，职工无
权同时领取生育津贴和产假工

资，但是如果均已经发放，企业
是否有权要求职工返还呢？

该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存在

差异，北京、上海、辽宁、湖南等
地区均有司法实践表明， 对于
超出生育津贴数额的工资 ，如
果职工无法证明有合法根据取

得，应当返还企业。 但是，也有
司法实践认为， 现有法律法规
并不禁止用人单位在职工享受

生育津贴的同时又向职工支付

工资， 企业向职工既发放工资
又支付生育津贴， 系其自愿给
付，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职工不
构成不当得利。因此，在大多数
地区， 企业可以通过诉讼方式
要求职工返还超出生育津贴数

额范围的工资， 但是不排除在
少部分地区会被认定为企业自

愿给付。

专家建议

如何规范管理
职工的生育津贴
针对职工从开始产假直至

申领到生育津贴期间， 企业可
能面临的风险， 笔者提出如下
建议：

1、厘清产假工资与生育津
贴的区别， 充分了解生育津贴
的相关规定， 尤其是涉及多地
的大型企业， 更要密切关注职
工所在地的特殊规定；

2、完善规章制度 ，明确职
工有义务配合企业申领生育津

贴；
3、遵守法律规定 ，按时发

放产假期间的工资， 降低因未
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带来的

风险；
4、与职工单独签订协议或

以书面的形式确认工资与生育

津贴不能同时享受， 超额给付
部分需要返还或扣除；

5、及时提醒职工申领生育
津贴， 在职工怠于申领的情况
下，保存相关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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