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劳动基准法的基础知识
劳动基准法是对所有劳动者适用的法则，无论是正社员，还是临

时工，亦或是其它的工作名称。该简章浅显易懂地总结了劳动基准
法的要点。

要点 1  劳动条件的明示

录用劳动者时，必须明示以下劳动条件
（劳动基准法第15条第1项、劳动基准法施行规则第5条）。

①退职补贴的相关事项

②奖金的相关事项

③伙食费、工作用品等负担的相关事项

④安全卫生的相关事项

⑤职业培训的相关事项

⑥灾害补偿等的相关事项

⑦表彰与制裁的相关事项

⑧休职的相关事项

必须明示的事项 有明确规定时
必须明示的事项

①契约期间的相关事项
②有规定契约期间的情况下更新基准
的相关事项

③工作的场所、从事的业务的相关事
项

④开工和完工时间、休息、休假等相
关事项

⑤工资的决定方法、支付时期等相关
事项

⑥退职相关事项（包含解雇的事由）

原则上，必须以书面（※）

形式交付

⑦升职加薪的相关事项

（※）根据劳动者的要求，可以用传真和网页
邮件服务等方式进行明示。但是，只限于能以
书面形式输出的方式。

厚生劳动省的主页上登载了劳动条件通知书的范本，请活用。

要点 2 工资

工资必须以货币形式、直接向劳动者、全额的、每个月1次以上，规定固定
的日期予以支付（劳动基准法第24条）。此外，即使征求了劳动者的同意，工
资也不允许低于最低工资（最低工资法第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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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货币支付
工资须以货币形式支付，禁止以物品支付。劳动者同意的情况下
也可以银行汇款。

②直接支付
须向劳动者本人支付
（不可支付给劳动者的代理人以及监护人等）。

③全额支付
工资须以全额支付。不可扣除法律规定的所得税以及劳使协定规
定以外的控除。

④每月1次支付
每月必须至少支付1次
（奖金等除外）。

⑤固定日期支付
比如「每月15日」，必须规定在周期性到来的日期支付
（奖金等除外）。

最低工资每个都道府县各有规定。



要点 3 劳动时间、休假

劳动时间的上限是8小时/天、40小时/周（不满10人的商业、电影・演剧业、保健卫生

业、接客娱乐业为44小时）（※1）（劳动基准法第32条、第40条）。

并且，必须付与至少1天/周，或通算4天/4周的休假（劳动基准法第35条）。

超过这个劳动时间的上限或者休息日劳动的情况，须另外缔结劳使协定（※2）

（36协定），并向所辖的劳动基准监督署申报（劳动基准法第36条）。

（※1）采用变形劳动时间制的情况不受此限制。

（※2）有劳动者过半数的劳动组合时与劳动组合，没有劳动组合时与过半数劳动者代表签署的

书面协定。

➣ 关于时间外劳动以及休息日劳动的上限

36协定可规定的时间外劳动的上限原则上是45小时/月、360小时/年（对象期间为超

过3个月并以1年为单位的变形劳动时间制的劳动者为42小时/月、320小时/年）。

有临时的特别的情况（特别条项）时，1年中6个月可超过45小时/月。但是，也必须

遵守：

・时间外劳动720小时/年以内

・1个月的时间外劳动和休息日劳动合计不满100小时

而且，不论哪种情况，都必须遵守下列条件。

・1个月的时间外劳动和休息日劳动合计不满100小时

・时间外劳动和休息日劳动的合计，不论是「2个月平均」、「3个月平均」、「4个月

平均」、「5个月平均」还是「6个月平均」，平均每月在80小时以内

时间外劳动的上限规制图解

要点 4 休息

工作中途，1天的劳动时间超过6小时必须给45分钟以上的休息，超过8小时必须

给1小时以上的休息（劳动基准法第34条）。

即使劳动者在休息时，只要是应指示对应电话和访客，即可算为劳动时间。

法律规定上限
（特别条项/1年最高6个月）
✔720小时/年
✔数月平均80小时＊
✔ 1个月不满100小时＊

＊包含休息日劳动

法定劳动时间
✔8小时/天
✔40小时/周

法律规定上限（限度时间的原则）

✔45小时/月
✔360小时/年

◆以下企业・业务的上限限制的适用延缓至
2024年3月31日。
・建筑业 ・自动车驾驶业 ・医师
・鹿儿岛・冲绳砂糖制造业（只限于数月平
均80小时以内、1个月不满100小时的为适用
延缓对象）

◆关于新技术・新商品等的研究开发业务，
在上限规制的适用之外。

1年=12个月



要点 5  增额工资

使劳动者在时间外劳动、休息日劳动和深夜劳动（晚上10点至凌晨5点）的情况，必须

支付增额工资（劳动基准法第37条）。

要点 6 年次带薪休假

从雇用之日（包含试用期）起连续工作6个月，并且全部规定工作日出勤8成以上的

劳动者可获得年次带薪休假。

并且，对于有10天以上年次带薪休假的劳动者，使其取得1年5天的年休是用人

单位的义务（劳动基准法第39条）。

➣ 增额工资的算定方法

增额工资金额
每1小时的工资

金额
增额工资率

时间外劳动等的
小时数

× ×=

增

额
工

资
率

时 间 外 劳 动
2成5以上
（1个月超过60小时的时间外劳动为5成以上（※））

休 息 日 劳 动 3成5以上

深 夜 劳 动 2成5以上

（※）中小企业的适用延缓至2023年3月31日。

➣ 一般劳动者的付与天数

连续工作年数（年） 0.5 1.5 2.5 3.5 4.5 5.5 6.5以上

付 与 天 数 （ 天 ） 10 11 12 14 16 18 20

➣ 1周所定工作日为4天以下并且1周所定劳动时间不满30小时的劳动者的付与天数

1周规定
工作天数

1年规定
工作天数（※）

连续工作年数（年）

0.5 1.5 2.5 3.5 4.5 5.5 6.5以上

付
与
天
数

(天)

4天 169天~216天 7 8 9 10 12 13 15

3天 121天~168天 5 6 6 8 9 10 11

2天 73天~120天 3 4 4 5 6 6 7

1天 48天~72天 1 2 2 2 3 3 3

（※）按照周以外期间规定劳动日的情况

➣ 年次带薪休假的取得的义务示例

（示例）4/1入职的情况

10天付与（基准日）

● ● ● ●

4/1 10/1 4/1 9/30

入职
10/1~翌年9/30的一年期间必须
指定5天的取得时节。



要点 8 解雇・退职

不得已解雇劳动者时，必须提前30天预告，或者向劳动者支付解雇补贴（平均工

资30天份以上）（劳动基准法第20条）。

并且，因业务受伤生病和产前产后的休假期以及之后的30天内，原则上不可以

解雇（劳动基准法第19条）。

缺乏客观且合理的理由的解雇，在有违一定的社会通常认知的情况，视为无效（劳动

契约法第16条）。

要点 9 就业规则

平时使用10人以上劳动者时，要制定就业规则，添上劳动者代表的意见书，须

向所辖的劳动基准监督署申报。

就业规则须用张贴在单位的显眼位置等方法告知劳动者。

①开工・完工时间、休息、休假等相关事项
②工资的决定方法、支付日期等相关事项
③退职的相关事项（包含解雇事由）

①退职补贴的相关事项

②奖金的相关事项

③伙食费、工作用品等负担的相关事项

④安全卫生的相关事项

⑤职业培训的相关事项

⑥灾害补偿等的相关事项

⑦表彰与制裁的相关事项

⑧其它适用所有劳动者的事项

必须明示的事项 有明确规定时
必须明示的事项

厚生劳动省的主页上登载了就业规则的范本，
请活用。

➣ 劳动时间状况的把握
用人单位必须用打卡记录、个人电脑等电子计算器的使用时间（登录至退出的

时间）记录等客观记录方法掌握劳动者的劳动时间的状况（劳动安全卫生法第66条
的8的3）。

➣ 体检
必须在采用劳动者时以及之后的每年1次，进行定期体检（劳动安全卫生法第66

条）。

➣ 劳灾保险・雇用保险
用人单位即使只雇1名劳动者，也必须为其加入劳动保险（劳灾保险和雇用保

险）。

业务上、通勤途中的灾害不能使用健康保险。请使用劳灾保险。

其它关联法令的基础知识

若有不明之处，请咨询附近的都道府县劳动局、劳动基准监督署。

厚生劳动省・都道府县劳动局・劳动基准监督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