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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工资总额预算管理制度在中央企业的大力推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也相继发文，不断完善

相关规定及办法。本文主要从财务角度对工资总额预算管理制度设计与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建

议以供参考。

【关键词】工资总额预算管理；中央企业；工资效益联动机制

【中图分类号】F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6）01-0045-2

赵 雷

央企工资总额预算管理制度

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国资委自 2008年起陆续在中央企业推行工资总额预算

管理，并在2010年和2012年先后发布了《中央企业工资总额

预算管理暂行办法》（国资发分配［2010］72号）和《中央企业

工资总额预算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国资发分配［2012］

146号），逐步完善了央企工资总额预算管理体系。随着相关

预算管理办法的落实，工资总额预算管理逐步替代了原先

“工效挂钩”的管理模式。

工资总额预算管理相较于“工效挂钩”的管理模式，既保

留了效益导向的原则，又增加了调节收入分配结构、平衡行

业劳动力价格的考量，而且在制度设计方面更加详尽和完

善。由于工资总额预算管理制度与上缴利润、绩效考核以及

负责人年薪制考核等制度共同形成了国资委央企治理体系，

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央企的经营方向和价值导向。而工资

总额预算指标的核定机制受财务绩效指标的影响较大，因此

工资总额预算管理执行的效果和存在的问题需要从财务角

度进行考量。

一、中央企业工资总额预算管理制度设计与执行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

1. 以上年实际发放工资总额为基础编制工资总额预算

的制度设计存在缺陷。国资发分配［2010］72号文件中规定，

中央企业工资总额预算以上年实际发放工资总额为基础编

制，即默认了企业上年工资总额与利润总额等效益指标关联

的合理性，但并未对利润总额等效益指标的形成原因进行考

察。这可能造成后续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联动机制执行不畅

的问题。

举例来讲，如果企业上年因处置股权投资等事项形成巨

额投资收益，造成当年利润总额畸高，在当年工资总额预算

执行后将呈现企业经济效益逐年下滑的情况，显然会影响工

资总额预算的合理性。这种经济效益的增长与人员投入价值

并无关联的因素，应当在联动机制中单独考虑扣除。

2. 企业自主确定工资总额预算与利润总额或经济增加

值形成联动机制的制度设计存在缺陷。国资发分配［2010］72

号文件中规定：工资效益联动机制包括经济效益指标选取及

预算目标值的确定、工资增长与经济效益状况相适应的联动

办法等内容，其中经济效益指标的选取以利润总额和经济增

加值为主。同时，国资发分配［2012］146号文件中规定，工资

效益联动机制“一经确定至少三年内应当保持稳定”，且将这

种挂钩联动机制由中央企业自主确定。

将工资总额预算与经济效益指标联动体现了效益导向

的原则，但应当保证利润总额和经济增加值（EVA）两种经济

效益指标形成的工资总额预算联动机制是大体等效的。否

则，即便机制在三年内保持稳定，仍会在一定程度上给企业

留下可以操作的空间。这是因为利润总额和经济增加值在计

算方法上有本质性区别，利润总额的计算相对较固定，而经

济增加值在计算时需考虑到单位利润水平、融资规模、融资

方式、在建工程、资本成本率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部分影响

因素与单位人员价值可能并无直接关系。

例如，如果单位未来五年规划中预计将有大量的基建技

改资产投资项目，则该单位会倾向于使用EVA与工资总额挂

钩联动设计工资总额预算管理制度，因为在建工程项目对

EVA多为正向影响因素。而随着基建投入逐年积累增加，在

建工程规模增加对于EVA的影响将逐年增大。如果在建工程

是采用国拨专款建设（这在央企较为常见），则这种正向影响

还会加倍。因此采用工资总额与EVA挂钩的方式设计工资总

额预算管理制度，会导致企业依靠工程建设这一与人工价值

无关的因素促使EVA形成逐年增长态势，进而使得工资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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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年增长。这显然有悖于工资总额预算管理制度的设计初

衷。同时，当企业预计到基建投入转为固定资产使得在建工

程项目急剧减少会对EVA造成负向影响时，企业往往倾向于

通过改变联动机制使工资总额与利润总额挂钩，从而规避对

工资总额的不利影响。

3. 未对如何运用工资效益联动机制给出基本的模型架

构，给央企留下较大博弈空间。国资发分配［2010］72号文件

中规定：国资委按照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和调节行业收入分

配关系的总体要求，依据中央企业经济效益增长预测情况，

参考国民经济发展宏观指标、社会平均工资、劳动力市场价

位等因素，分行业制定和发布工资增长调控线。该文件同时

又规定：中央企业在科学确定经济效益预算目标值的基础

上，按照效益导向原则和适用的调控线范围，自主建立工资

效益联动机制。工资总额最终依靠工资效益联动机制定量计

算确定，初衷是希望在市场化定价的同时通过调控线增加一

定的干预，以平衡行业劳动力价格等因素，以缓解或消除社

会影响。但是由于国资发分配［2012］146号文件并未对联动

机制基本的模型架构予以规定，仅在国资发分配［2012］146

号文件中指出了“鼓励企业可以根据职工队伍构成、市场竞

争程度等特点，建立职工固定薪酬与当期居民消费价格涨

幅、劳动力市场价位等因素挂钩，浮动薪酬与企业经济效益

挂钩并调整联动机制”的指导性原则。

由以上分析可知，央企自行设立工资效益联动机制制度

的空间很大，这使得效益空间大、人均工资水平较高的优势

央企为谋求局部利益倾向于通过联动机制的设计尽量减小

调控线政策的干预。例如，将调控线影响局限于固定薪酬部

分且将固定薪酬比例降低，放大经济效益对于浮动薪酬的影

响。反之，劣势央企则希望将国资委平衡行业劳动力价格等

因素的政策充分利用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政策调控

作用不显著的现象。

4. 工资总额预算管理机制主要基于工资与经济效益挂

钩的联动机制，较少考虑核算模式的差异和单位带来的社会

效益。央企下属科研事业单位并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很大

程度上输出的是社会效益，在核算上执行《科研事业单位会

计制度》，以支定收的核算模式使得事业单位纵向经费项目

的利润空间仅有 3% ~ 5%。这种管理体制和核算模式会使经

济效益难有跨越式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工资总额的联动

增长。如果不充分考虑收入分配制度，将影响员工创新的积

极性和此类单位用工的稳定性。

5. 工资总额预算管理相关制度未对用工数量做出具体

规定，政策之间缺乏有效衔接。工资总额受平均工资和用工

人数两方面的影响，但国资发分配［2010］72号文件和国资发

分配［2012］146号文件未对人数增长进行相关规定。虽然有

“经济规模决定用工规模”等指导性原则，但并没有进行量化

规定。另外，2014年1月人社部发布了《劳务派遣暂行规定》，

明确了劳务派遣单位对于派遣人员权益、风险的主体责任，

相关社会保险费也由劳务派遣单位负责缴纳。对处于用工方

的央企来讲，使用劳务派遣人员发生的成本费用属于“劳务

费”范畴，不在工资总额预算范围之内。而劳务派遣人员多从

事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工资水平一般较低。所

以，央企在后续发展过程中倾向于调整现有人员结构，将辅

助性、替代性岗位用工通过劳务派遣方式解决，从而增加工

资总额的可利用空间。

二、完善中央企业工资总额预算管理政策的建议

1. 完善现有工资总额预算体系，加入对用工和经济效益

指标细化区分的相关规定。工资总额预算管理制度设计的初

衷是实现业绩和薪酬的统一，充分发挥薪酬的激励作用。因

此，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要充分考虑执行过程中的细节问题，

并针对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断完善制度办法。

基于上述分析，建议在后续制度修订过程中，加入对用

工和经济效益指标细化区分的相关规定。一方面使得工资总

额预算能够通过联动机制刚性计算得出，减少人为调剂。另

一方面，充分考虑企业运营与发展的实际，对经济效益指标

进行具体分析，对于不能体现人员价值的临时性效益增长因

素应当予以扣除。

2. 制度设计应当关注管理体制和核算模式的差异化，对

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需制定专门的收入分配制度。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指出，科技人员是科技创新的核心要素，是创造社

会财富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应当是社会的中高收入群体。

在基础研究收入保障机制外，还要创新收益分配机制，让科

技人员以自己的发明创造合理合法地富起来，激发他们的持

久创新动力。解决基础学科科学创新无法“变现”、收入与产

出不成正比的问题，促进人力资源优势向人力资本优势转

变。这就需要在现有分配制度框架下就科研事业单位进行单

独考量，加入促进科研人员成果转化的收益分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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