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察

新 一 轮 国 企 改 革 顶 层 设 计 方

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

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

导意见》）已正式公布。其中国企薪酬制

度改革一直是各方关注热点，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张义珍在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举行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

革的指导意见》吹风会上表示，《指导意

见》主要包括两部分：针对国企负责人

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实行差异化的薪

酬分配办法以及针对国企普通员工的

国有企业薪酬分配办法。在国资专家李

锦看来，国企领导薪酬改革意味着国企

高管薪酬体制整体上与市场接轨。

建立国企领导薪酬体系

是当务之急

早在2014年11月5日，党中央、国务

院就印发了《关于深化中央管理企业负

责人薪酬制度改革的意见》。 今年1月1

日起，被称为“限薪令”的《中央管理企

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也正式实

施。 首批改革涉及72家央企的负责人，

包括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等

组织部门任命负责人的53家央企以及

其他金融、铁路等19家企业。

针对国企负责人的薪酬改革显然

早已拉开序幕。而此次《指导意见》又进

一步明确，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实行与

选任方式相匹配、与企业功能性质相适

应、与经营业绩相挂钩的差异化薪酬分

配办法。张义珍解释称，重点是严格规

范其薪酬结构，建立科学合理的薪酬形

成机制，“对不合理的偏高、过高收入进

行调整”。

具体讲，就是国企负责人薪改要分

类管理：对于党中央、国务院以及由各

级党委、政府及其部门任命的企业负责

人，重点是严格规范薪酬结构 (由基本

年薪、绩效年薪和任期激励收入构成)，

建立科学合理的薪酬形成机制，对不合

理的偏高、过高收入进行调整。对通过

市场化选聘的职业经理人，由董事会按

照市场化薪酬分配机制确定其薪酬结

构和水平，可以采取多种方式探索完善

中长期激励机制。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

委员会会长苏海南在接受《中国企业

报》记者采访时说：“国企薪酬改革势在

必行，建立国企领导薪酬体系更是当务

之急。国企应该在改革中扮演率先垂范

的角色，履行应有的职责，承担相应的

社会责任成为薪酬改革的排头兵。”

有利激发

国企经营者积极性

北京师范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

展研究中心主任高明华在接受《中国企

业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用人制度改革

可以有效激发国企经营者的积极性：组

织任命的出资人代表———包括董事会、

监事会成员，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应该拿

政府规定的报酬；由董事会向市场选聘

的职业经理人，包括总经理在内可以拿

市场化的薪水。 （下转G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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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蔡钱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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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高管薪酬体制

正与市场接轨

9月18日，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消息，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

纪委对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董事、

总经理、党组成员王天普严重违纪问题

进行了立案审查，并公布了处理决定。

距离中纪委网站刊发消息仅仅一个

小时两分钟之后， 中国石化集团新闻办

公室官方微博“石化实说”回应称，中国

石化集团公司表示，坚决在政治上、思想

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

拥护对王天普依法依纪处理， 并以此案

件作为反面典型，教育广大干部员工，举

一反三，肃清影响，切实加强党建和反腐

倡廉工作，努力营造风清气正、从严从实

的政治生态和企业管理生态。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中纪委网站上

看到，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董事、总

经理、 党组成员王天普严重违反党的政

治规矩和组织纪律， 为谋求个人职务升

迁搞利益输送，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

严重违反廉洁自律规定，收受礼金；利用

职务上的便利， 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

益，且在组织责令整改后拒不整改，继续

支持、 纵容； 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违规公款宴请；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非法占有公共财物， 在企业经营等方面

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收受贿赂。其中，

贪污、受贿问题涉嫌犯罪。

中纪委网站显示，王天普身为党的

高级领导干部，严重违纪，且党的十八

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

严重。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议审议

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王天普开

除党籍处分； 由监察部报国务院批准，

给予其行政开除处分； 收缴其违纪所

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

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值得一提的是， 中纪委4月27日宣

布中国石化总经理王天普被查，中国石

化当天晚间随后称中国石化集团党组

立即召开会议， 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决

定，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与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

中国石化官方回应

王天普事件

本报记者 丁国明

《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

简称《指导意见》)已正式公布。《指导意见》提出：

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实行与选任方式相匹配、

与企业功能性质相适应、 与经营业绩相挂钩的

差异化薪酬分配方法。

这意味着， 对舆论高度关注的国企领导人

薪酬问题，新出台的《指导意见》给出了明确的

方向， 即要求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

的企业薪酬分配制度， 对党管干部确定基本年

薪制， 对市场化选聘的职业经理人实行市场化

薪酬制。

事实上，关于国企领导人薪酬问题，近几年

已经出台过若干文件，或者限薪，或者公开，目

的都是希望建立一个相对规范透明的薪酬机

制，来消弭来自社会各方的质疑。

单纯的限薪已经不能解决不同种类的国有

企业薪酬问题。 在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

所长王志乐看来，“对于一些市场化程度很高的

国有企业，如果不好好工作，就可能没有利润，

在没有利润的情况下， 人员工资发放都是个问

题， 经营不好问题严重的还可能面临公司倒闭

的状况，所以，对这些单位来说，单靠薪酬激励

或者限薪已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而对一些垄断性国有企业而言， 可能不费

多少努力，就能坐等高薪。一些垄断性国企，谁

都能赚那么多钱， 和领导人的能力几乎没有多

少关系，资源是垄断的，市场是垄断的，利润跟

工作努力没关系，那凭什么拿那么高的工资呢？

这对于市场化的国有企业来说，是不公平的。

现在， 国企明确分类为公益性和盈利性两

类，不同性质的国企，管理人的努力程度、工作

强度是不一样的，创造的业绩也不同。如果用统

一的薪酬标准来衡量，对盈利性国企来说，是不

公平的，市场化的企业，工作起来要赚到钱很辛

苦。

针对社会普遍反映的国企领导人薪酬过高

的原因，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研究员、博导刘昕认为，老百姓真正感到不满的

问题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部分央企高管掌握重

要资源或具有较大权力的央企中层干部腐败的

问题。尽管从表面上看，央企高管的薪酬福利不

算太高，但由于他们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在缺乏

监管的情况下，不少人利用企业的资源为自己、

亲人或其他人员牟取私利， 侵吞国家利益和国

有资产；二是部分央企薪酬福利过高的问题。社

会上传播最多的是关于央企职工薪酬福利超出

一般水平的优厚问题。尽管有些传闻有所夸大，

但这一现象确实普遍存在的， 很多央企的职工

不仅薪酬水平远远高出市场上同类人员的薪

酬，而且享受到补充养老保险、补充医疗保险、

按上限缴纳住房公积金甚至变相分配住房等多

种远远优于其他企业职工的福利。

而且，多年来，央企不向国家上缴利润或者

上缴很小比例的利润， 但各级领导和职工的个

人薪酬福利却居高不下， 导致整个社会对央企

尤其是具有垄断地位的央企极为不满。

刘昕的观点是， 国企讲平均主义、 好人主

义，是多年以来形成的旧习。国企过去不讲定岗

定编，不根据岗位价值定薪酬，对这种现象，可

进行相应调整， 把岗位的性质、 工作量饱和程

度、承受的压力等整理出来，依照现成的岗位评

价方案，确定工资级别。

在刘昕看来，目前的《指导意见》提到的要

求， 比如说建立企业领导人员分类分层管理制

度，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

比例；支持企业依法自主决定内部分配，实行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薪酬分配制

度； 深化企业内部用人制度改革， 建立能上能

下、能进能出的合理流动机制等等，都是现代人

力资源管理要求企业必须做的，属于术的层面。

而所有改革都是要动利益的，谁来推动改革，属

于道的层面，需要破除一些既有利益藩篱。

刘昕建议称，“更为关键的是， 国家要下决

心真正去推进《指导意见》的贯彻落实。为此，中

央可以拿出几个国有企业进行试点， 聘请市场

化的人力资源总监，按照现代企业管理方法，建

立一套健康良性的选人用人机制， 做到能上能

下、能进能出。”

不同性质国企采取

不同的薪酬制度

王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