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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人社规〔2023〕32 号 

 

 

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决定》（以下简称《修

改决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务派遣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派遣规定》）、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以下简称《许可办法》)，对执行过程中的若干

具体问题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关于行政许可被撤销、吊销、未延续的处理问题 

 

  按照《许可办法》和本市有关规定，因不符合许可条件，劳务派遣单位的《劳务派遣经营许

可证》有效期满未延续或者被撤销、吊销的，原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和劳务派遣协议可继续履行

至派遣期限届满。 

 

  二、关于落实同工同酬的问题 

 

  本市用工单位应当按照《修改决定》关于同工同酬的规定，对派遣员工与本单位同类岗位的

劳动者实行相同的劳动报酬分配办法。 

 

  用工单位未按照同工同酬原则实行相同的劳动报酬分配办法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

应责令其限期整改；用工单位逾期未整改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劳动保障监察条

例》的相关规定予以处罚。 

 

  三、关于辅助性岗位的问题 

 

  用工单位要按照《派遣规定》的规定，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

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适用劳务派遣用工的辅助性岗位范围，并在其单位内公示。 

 

  用工单位未按规定确定辅助性岗位范围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责令其限期整改；

用工单位逾期未整改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相关规定予以

处罚。 

 

  四、关于派遣员工发生工伤的问题 

 

  派遣员工在本市用工单位发生事故伤害的，由劳务派遣单位或者外省市劳务派遣单位在本市

设立的分支机构向注册地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承担申请工伤劳动

能力鉴定、申领工伤保险待遇等工伤保险责任；用工单位应当协助工伤认定的调查核实工作，并

按国家和本市工伤保险规定承担应当由用人单位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及浮动费率等工伤保险责



任。 

 

  外省市劳务派遣单位未在本市设立分支机构的，由本市用工单位向注册地区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按国家和本市工伤保险规定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发生工伤的派遣员工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被退回劳务派遣单位的，用工单位应当按《上海市

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的规定与劳务派遣单位结清该员工依法享有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该员

工与劳务派遣单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时，由工伤保险基金和劳务派遣单位按规定分别支付一

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劳务派遣单位对用工单位的工伤保险责任依法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五、关于跨地区劳务派遣的招工用工备案和社会保险的问题 

 

  外省市劳务派遣单位向本市派遣员工的，应当按照本市标准，在本市为派遣员工缴纳社会保

险。 

 

  外省市劳务派遣单位在本市设立分支机构的，由分支机构办理招工备案手续，并按照本市标

准，在本市为派遣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外省市劳务派遣单位未在本市设立分支机构的，由本市用

工单位办理用工备案手续，并按照本市标准，在本市代劳务派遣单位为派遣员工缴纳社会保险。 

 

  外省市劳务派遣单位未在本市设立分支机构且本市用工单位未按规定在本市缴纳社会保险

的，派遣员工在发生纠纷时要求本市用工单位承担工伤、医疗等社会保险待遇的，本市用工单位

应当先行承担。 

 

  六、关于欠薪保障金垫付的问题 

 

  劳务派遣单位或用工单位符合欠薪保障金垫付情形的，相关行政机关在查清纠纷情况和欠薪

事实后，可以根据市人民政府《上海市企业欠薪保障金筹集和垫付的若干规定》对劳动者的欠薪

进行垫付，但对同一名劳动者的同一欠薪事项只垫付 1 次。 

 

  七、关于派遣用工转为人力资源服务外包的问题 

 

  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将派遣用工转为人力资源服务外包的，应当调整原劳务派遣法律关

系所形成对劳动者的管理方式，根据人力资源服务外包的性质，参照直接管理和间接管理的原则

合理确定管理界限，防止引发相关纠纷。用工单位以承揽、外包等名义，按照劳务派遣用工形式

使用劳动者的，按照《派遣规定》处理。 

 

  八、其他事项 

 

  本意见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8 年 12 月 31 日。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 年 12 月 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