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定节假日增加 2 天，开启全年 248 天

工作日时代，与 21.75 天计薪日无关 

 



【新政策介绍】 

今日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

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一是全体公民放假的假日增加 2 天，

即农历除夕、5 月 2 日，增加后春节放假 4 天（农历除夕、正月

初一至初三），劳动节放假 2 天（5 月 1 日、2 日）。 

   按照国务院这个决定，也就是说新的法定节假日天数在原来

11 天的基础上增加 2 天，即春节、劳动节各增加 1 天，法定节假

日变成 13 天。 

 

【问题一、这个修改会不会影响月平均工作日 20.83 天？】 

答案：直接影响到了月平均工作时间即制度工作时间的计算，

即改变了原来 20.83 天这个数字。 

按照《关于职工全年月平均工作时间和工资折算问题的通知》

（劳社部发【2008】3 号）的规定： 

年工作日：365 天-104 天（休息日）-11 天（法定节假日）

=250 天。 

月平均工作日为：250 天（365-104-11）÷12 月=20.83 天/

月。直白说，一年中只需要正常出勤 250 天。 

由于国务院修改决定新增了 2 个法定节假日，则 2025 年 1 月

1 日后的制度工作时间将变成： 

年工作日：365 天-104 天（休息日）-13 天（法定节假日）

=248 天。 



月平均工作日为：248 天（365-104-13）÷12 月=20.67 天/

月。直白说，一年中只需要正常出勤 248 天。 

 

【问题二、20.67 天月平均工作日的意义何在？】 

20.67 天一般情况下很少用到，不直接参与工资核算，是衡

量加班的基准，主要是针对月综合工时而定的一个参数，季、年

综合工时也依次类推。所以，20.67 天在标准工时中并不具有其

实质的作用，意义在于从法律上界定了月平均应出勤天数。分散

到每个月就是当月制度工作日，制度工作日是用来计算劳动者的

平均工作时间，即用来判断劳动者是否超时工作。 

 

【问题三、这个修改会不会影响月计薪日 21.75 天？】 

答案：不会影响，双方没有因果关系。 

按照《关于职工全年月平均工作时间和工资折算问题的通知》

（劳社部发【2008】3 号）的规定： 

月平均计薪日为：（365 天-104 天）÷12 月=21.75 天。 

上述规定只有减去 104 天（即全年 52 周的公休日），并没有

减去原来的 11 天法定节假日，因为公休日是不计薪的，但是，法

定节假日需要计薪，所以，不管法定节假日如何变化，均不会影

响 21.75 这个数字。 

 

【问题四、21.75 天计薪日意义何在？】 



涉及到计算工资就需要用到 21.75 天，是用来计算日工资的基

准，比如当月未满全勤的月工资计算、计时工资的加班费基数折

算等，一般都要用月工资除以 21.75 进行计算。比如，员工月工

资 5000 月除以 21.75 天来折算日薪。 

 

【法务提醒】 

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只会导致制度工作时间

20.83 天变成 20.67 天，但不会导致 21.75 天计薪日这个数字发

生变化，即不可能影响加班费、未休年休假、缺勤等工资计算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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