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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给单位造成损失的抵扣工资实操  

【法律依据】： 

劳动部《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 16 条，因劳动者本人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

用人单位可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要求其赔偿经济损失。经济损失的赔偿，可以从劳动者本人的

工资中扣除。但每月扣除的部分不得超过劳动者当月工资的 20%。若扣除后的剩余工资部分

低于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则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 

【法务建议】： 

虽然法律允许损失赔偿，但考虑损失数额的大小、责任的分担等没有固定的标准，司法实

践中由法院根据案情确定，主要考虑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A：员工过错程度。正常情况下，一般劳动者只应对其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经济损失

承担赔偿责任。如其没有过失或者仅存在轻微过失，则无需赔偿。 

B：单位监管是否存在过错。如果用人单位有过错或违法以及未尽监管职责等，也会导致

劳动者无须赔偿或者降低赔偿比例。 

【案例】：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案例：本院认为，在劳动关系中，适用风险责任由用人单位负担原则，

不得转嫁给劳动者。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虽约定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

的，应承担经济赔偿责任。但应根据造成用人单位经济损失的原因不同，分别处理。劳动者因

故意或重大过失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用人单位有权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院

认为，首先，加豪建筑材料公司作为杨觉的用人单位，有义务提供劳动保护或安全的必要条件，

但其未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已给杨觉发放绝缘鞋、绝缘手套、绝缘隔板、绝缘套筒等电工安

全保护用品。其次，未证明杨觉在带电作业中不服从公司指挥和安排下的故意行为，故要求其

赔偿损失 10 万的请求本院不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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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是否存在给公司造成实际、直接的经济损失。 

一般而言，劳动者赔偿用人单位经济损失应以对生产、经营和工作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

限。实践中，用人单位应及时固定造成经济损失的相关证据，否则其所称的损失金额往往会因

缺乏相应依据而难以得到法院采信。 

D：行为与损失的因果关系。除证明员工存在过错、公司存在损失外，另外需要证明经济

损失与劳动者过错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损失必须是由于劳动者过错导致的，才可以追究赔偿

责任。 

【案例】： 

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案例：本案中，班尔奇经营部主张张雷设计失误造成的经济损失系因

测量数据有误。对于测量数据是否由张雷一人完成，而无需他人共同完成或加以审核，以及测

量数据错误是否属于故意或重大过失，班尔奇经营部没有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以支持。 

E：员工的收入水平高低。员工的收入水平是决定赔偿的一个关键因素。 

【法务点评】： 

劳动者给单位造成损失时的抵扣，是有底线限制的，即每月扣除的部分不得超过劳动者当

月工资的 20%，且扣除后的剩余工资不能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案例】：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案例：徐某系奉化劳务公司派遣至某物流公司的长途驾驶员，

2014 年 11 月 27 日，驾驶员徐某在驾驶过程中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事故责任认定公司负全

责，徐某在交通事故当事人笔录中对上述事故经过进行了确认，并表示愿意认全责，愿意赔偿

给单位的一切损失。事故损失 96800 元。 

  按照公司规定，对驾驶员徐某从 2015 年 2 月份起，每月扣除 1500 元，直至扣完为

止。徐某在当事者意见中载明同意。 



3 
 

    本案中，某物流公司每月扣除徐某 1500 元，扣除的款项均超过了徐某当月发工资的

20%，其中 2015 年 6 月-12 月、2016 年 2 月的实发工资低于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某物流

公司的行为免除了自己支付不低于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和在劳动者本人造成损失的情形下，

支付不低于 80%工资的法定责任，排除了徐某获得相关劳动报酬的权利。其扣发行为无效，

应返还相应的扣款。 

【法务建议】： 

A：提前约定合理分摊的规则 

不在格式化的前提下，经双方协商，协议约定员工同意企业对超过法律规定 20%限制的

以上部分全部抵扣，逐月抵扣下来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员工手写“上述抵扣协议是本人

真实意思的表述，不是在格式化的情形下签署的。” 

B：及时与劳动者面谈确认 

员工行为发生后，要第一时间与员工进行谈话，取得员工本人对其行为及损失认可方面的

证据。 

C：依法进行在职工资抵扣 

从员工工资中扣除损失时，应依法扣除，每月不能超过员工工资的 20%，如当月无法抵

扣完毕的，可以后逐月进行税后工资的抵扣。 

E：合理进行离职抵扣 

如果员工离职时无法抵扣完毕的，可以要求员工另行赔偿。通常，劳动者故意造成用人单

位损失的，主管恶意较大，可以考虑由劳动者全额予以赔偿；如果是因重大过失造成用人单位

损失的，则可限额赔偿。 

【法务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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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用人单位在员工管理时应当具备一定的包容性，对于员工在工作中的不当行为，可以

通过书面警告、合理调岗等措施进行递界式处罚，不要轻易解除劳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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