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去11天， 九位家住阿尔泰山区的牧民， 踩着毛皮滑雪板， 从新疆哈巴河县白哈巴村
出发， 沿着阿尔泰山中段南麓一路东行， 向着终点新疆阿勒泰市将军山进发， 总行程超过
300公里， 其中三分之一的路段属于无人区。 图为参与毛皮滑雪之旅的牧民玛力琴 （前）
和队友们行进至新疆布尔津县禾木村附近。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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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国资委16日公布 《中
央企业工资总额管理办法》， 对
央企工资总额决定机制和管理制
度体系进行全面改革。 这项事关
企业未来发展与广大职工切身利
益的改革具体内容是什么？ 有何
亮点？ 如何落地？ 记者采访了国
资委相关负责人。

三环节决定工资总额
问： 根据新办法， 央企职工

工资总额如何决定？
答 ： 工资问题既有经济属

性， 又有社会属性， 事关民生，
事关公平， 所以工资决定因素向
来不是单一的， 需要在坚持收入
分配一般规律的前提下， 充分考
虑当前时代背景提出的要求。

去 年 5月 ， 国 务 院 印 发 了
《关于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
制的意见》。 作为意见在央企落
地的配套文件， 办法以建立健全
与劳动力市场基本适应、 与企业
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挂钩的工
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为目标，
充分考虑国资委和央企的长期实
践经验， 提出当前企业工资总额
主要按照效益决定、 效率调整、
水平调控三个环节决定。

一是工资总额增长主要与企

业经济效益增幅挂钩联动。 年初
编制工资总额预算， 与利润总额
等经济效益指标的业 绩 考 核 目
标 值 挂 钩 ， 并 根 据 目 标 值 的
先 进 程 度 确 定 不 同 的 预 算 水
平 ， 引 导 企 业 通 过 完 成 高 质
量 发 展 目 标 带 动 职 工 工 资 总
额合理有序增长。

二是根据效率水平适度调
整 。 根据人工成本投入产出效
率 、 劳动生产率等指标对标情
况， 对工资总额增幅适度调整，
引导企业提高效率。

三是注重收入分配公平。 按
照有关部门发布的工资指导线和
对非竞争类国企的工资调控要
求， 对部分工资水平偏高的行业
与企业， 尤其是主业不属于充分
竞争行业和领域的企业， 如果工
资增长过快， 要进行适当约束，
确保工资水平与增长幅度更加公
平合理、 规范有序。 当然， 对企
业承担重大专项任务、 重大科技
创新项目等特殊事项的， 也明确
要予以适度支持。

此外， 为引导企业深化三项
制度改革， 这次还明确了企业同
口径增人不增工资总额、 减人不
减工资总额的政策， 鼓励企业提
高用人效率。

工资总额分类管理
问： 对不同功能定位的央企

将采取哪些差异化监管措施？
答： 此次改革的重要创新之

一， 就是按功能定位对工资总额
实行分类管理， 契合当前分类推
进国企改革发展的总体方向。

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
域的商业类企业， 工资总额预算
实行备案制管理， 由企业董事会
在依法依规的前提下 ， 自主决
定年度工资总额预算， 国资委
由事前核准转变为事前引导、 事
中监测和事后监督； 对其他类型
企业工资总额预算继续实行核准
制管理。

但是，对开展国有资本投资、
运营公司或者混合所有制改革等
试点的央企， 可以探索实行更加
灵活高效的工资总额管理方式，
实现与国企国资改革试点工作全
面对接。

问： 那么在决定机制上也是
差异化的吗？

答：是的，不同功能定位企业
可以实行差异化的决定机制。比
如，企业可以根据功能定位，在工
资总额与经济效益匹配的大原则
下， 选取差异化的经济效益指标

与工资增长挂钩， 尤其是对于主
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 国民经济
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
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商业类企
业和公益类企业， 还可以探索结
构化管理方式， 在工资总额中自
主确定一定比例的保障性工资总
额， 与企业所承担特殊任务和公
益性业务完成情况挂钩， 实现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

分级管理 激发活力
问：对央企的子企业怎么管？
答：办法明确提出，对央企工

资总额实行分级管理。 国资委负
责管制度、管总量、管监督，中央
企业负责管内部自主分配、 管预
算分解落实、管具体操作执行。国
资委与中央企业权责清晰、 各司
其职。

问： 也就是说企业内部收入
分配是企业的责任吗？

答：是的，央企对其子企业的
工资总额以及内部收入分配事宜
应承担起主体责任。因此，办法在
宏观层面完善国家、 企业和职工
三者工资分配关系的同时， 强调
企业作为内部分配的责任主体，
应当持续深化内部三项制度改
革， 构建形成 “管理人员能上能

下、 员工能进能出、 收入能增能
减” 的市场化劳动用工和收入分
配管理机制， 切实承担起搞好搞
活企业内部分配的职责。

规范管理 加强监督
问：这次改革授权力度很大，

在监管上有何考虑？
答：在加大授权放权的同时，

办法强调监督检查， 明确界定企
业的违规责任。例如，如果实施备
案制管理的企业严重违反有关收
入分配的规定， 会将其工资总额
预算管理方式调整为核准制，确
保做到权责对等。 办法还明确将
企业工资总额管理情况纳入各项
监督检查范围，与审计、巡视等形
成合力，切实保证监管到位。

问： 下一步具体工作如何
开展 ？

答 ：2019年办法开始在央企
全面施行。 国资委将加快制定配
套文件， 包括工资决定机制的具
体实施规程、 备案制管理实施方
案以及工资管理特殊事项清单
等，以便企业执行。同时，还将加
大宣传培训力度， 协同推进配套
改革， 特别是强化事中监测和事
后监督，确保相关事权放得下、接
得住。 据新华社

“出资人依法调控+企业自主分配”
———国务院国资委有关负责人解读《中央企业工资总额管理办法》

回归大山深处的

国务院国资委16日公布 《中
央企业工资总额管理办法》， 对
央企工资总额决定机制和管理制
度体系进行全面改革。 这项事关
企业未来发展与广大职工切身利
益的改革具体内容是什么？ 有何
亮点？ 如何落地？ 记者采访了国
资委相关负责人。

三环节决定工资总额
问： 根据新办法， 央企职工

工资总额如何决定？
答 ： 工资问题既有经济属

性， 又有社会属性， 事关民生，
事关公平， 所以工资决定因素向
来不是单一的， 需要在坚持收入
分配一般规律的前提下， 充分考
虑当前时代背景提出的要求。

去 年 5月 ， 国 务 院 印 发 了
《关于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
制的意见》。 作为意见在央企落
地的配套文件， 办法以建立健全
与劳动力市场基本适应、 与企业
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挂钩的工
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为目标，
充分考虑国资委和央企的长期实
践经验， 提出当前企业工资总额
主要按照效益决定、 效率调整、
水平调控三个环节决定。

一是工资总额增长主要与企

业经济效益增幅挂钩联动。 年初
编制工资总额预算， 与利润总额
等经济效益指标的业 绩 考 核 目
标 值 挂 钩 ， 并 根 据 目 标 值 的
先 进 程 度 确 定 不 同 的 预 算 水
平 ， 引 导 企 业 通 过 完 成 高 质
量 发 展 目 标 带 动 职 工 工 资 总
额合理有序增长。

二是根据效率水平适度调
整 。 根据人工成本投入产出效
率 、 劳动生产率等指标对标情
况， 对工资总额增幅适度调整，
引导企业提高效率。

三是注重收入分配公平。 按
照有关部门发布的工资指导线和
对非竞争类国企的工资调控要
求， 对部分工资水平偏高的行业
与企业， 尤其是主业不属于充分
竞争行业和领域的企业， 如果工
资增长过快， 要进行适当约束，
确保工资水平与增长幅度更加公
平合理、 规范有序。 当然， 对企
业承担重大专项任务、 重大科技
创新项目等特殊事项的， 也明确
要予以适度支持。

此外， 为引导企业深化三项
制度改革， 这次还明确了企业同
口径增人不增工资总额、 减人不
减工资总额的政策， 鼓励企业提
高用人效率。

工资总额分类管理
问： 对不同功能定位的央企

将采取哪些差异化监管措施？
答： 此次改革的重要创新之

一， 就是按功能定位对工资总额
实行分类管理， 契合当前分类推
进国企改革发展的总体方向。

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
域的商业类企业， 工资总额预算
实行备案制管理， 由企业董事会
在依法依规的前提下 ， 自主决
定年度工资总额预算， 国资委
由事前核准转变为事前引导、 事
中监测和事后监督； 对其他类型
企业工资总额预算继续实行核准
制管理。

但是，对开展国有资本投资、
运营公司或者混合所有制改革等
试点的央企， 可以探索实行更加
灵活高效的工资总额管理方式，
实现与国企国资改革试点工作全
面对接。

问： 那么在决定机制上也是
差异化的吗？

答：是的，不同功能定位企业
可以实行差异化的决定机制。比
如，企业可以根据功能定位，在工
资总额与经济效益匹配的大原则
下， 选取差异化的经济效益指标

与工资增长挂钩， 尤其是对于主
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 国民经济
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
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商业类企
业和公益类企业， 还可以探索结
构化管理方式， 在工资总额中自
主确定一定比例的保障性工资总
额， 与企业所承担特殊任务和公
益性业务完成情况挂钩， 实现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

分级管理 激发活力
问：对央企的子企业怎么管？
答：办法明确提出，对央企工

资总额实行分级管理。 国资委负
责管制度、管总量、管监督，中央
企业负责管内部自主分配、 管预
算分解落实、管具体操作执行。国
资委与中央企业权责清晰、 各司
其职。

问： 也就是说企业内部收入
分配是企业的责任吗？

答：是的，央企对其子企业的
工资总额以及内部收入分配事宜
应承担起主体责任。因此，办法在
宏观层面完善国家、 企业和职工
三者工资分配关系的同时， 强调
企业作为内部分配的责任主体，
应当持续深化内部三项制度改
革， 构建形成 “管理人员能上能

下、 员工能进能出、 收入能增能
减” 的市场化劳动用工和收入分
配管理机制， 切实承担起搞好搞
活企业内部分配的职责。

规范管理 加强监督
问：这次改革授权力度很大，

在监管上有何考虑？
答：在加大授权放权的同时，

办法强调监督检查， 明确界定企
业的违规责任。例如，如果实施备
案制管理的企业严重违反有关收
入分配的规定， 会将其工资总额
预算管理方式调整为核准制，确
保做到权责对等。 办法还明确将
企业工资总额管理情况纳入各项
监督检查范围，与审计、巡视等形
成合力，切实保证监管到位。

问： 下一步具体工作如何
开展 ？

答 ：2019年办法开始在央企
全面施行。 国资委将加快制定配
套文件， 包括工资决定机制的具
体实施规程、 备案制管理实施方
案以及工资管理特殊事项清单
等，以便企业执行。同时，还将加
大宣传培训力度， 协同推进配套
改革， 特别是强化事中监测和事
后监督，确保相关事权放得下、接
得住。 据新华社

1月15日 ， 在龙泉市牛头岭村
“七分醉 ” 工作室 ， 吴荣强 （左 ）
指导一名徒弟进行漆缮。

1974年出生于青瓷故乡浙江龙
泉的吴荣强， 2012年接触到高古瓷
的修复 ， 开始对传统漆艺产生兴
趣。 他广泛查阅中国、 日本、 韩国
的相关资料， 探索漆缮、 漆器制作
和大漆精制的技艺。

为了有更加广阔的天地， 2017
年底吴荣强将工作室从杭州搬回老
家龙泉的山中， 将漆缮与龙泉青瓷
紧密结合。 “回到老家， 感觉一切
都顺起来了。” 吴荣强说 。 目前他
一年要修补六七百件器物， 精制约
五百公斤大漆， 还带了几个徒弟 ，
将技艺传承给年轻一代。

“在大山深处静静地跟漆对话
是幸福的。 ”吴荣强说，古老的漆文
化正在慢慢复兴， 他很幸运成为一
名提灯前行的探索者。 新华社发

大漆匠人

国务院国资委16日公布 《中
央企业工资总额管理办法》， 对
央企工资总额决定机制和管理制
度体系进行全面改革。 这项事关
企业未来发展与广大职工切身利
益的改革具体内容是什么？ 有何
亮点？ 如何落地？ 记者采访了国
资委相关负责人。

三环节决定工资总额
问： 根据新办法， 央企职工

工资总额如何决定？
答 ： 工资问题既有经济属

性， 又有社会属性， 事关民生，
事关公平， 所以工资决定因素向
来不是单一的， 需要在坚持收入
分配一般规律的前提下， 充分考
虑当前时代背景提出的要求。

去 年 5月 ， 国 务 院 印 发 了
《关于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
制的意见》。 作为意见在央企落
地的配套文件， 办法以建立健全
与劳动力市场基本适应、 与企业
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挂钩的工
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为目标，
充分考虑国资委和央企的长期实
践经验， 提出当前企业工资总额
主要按照效益决定、 效率调整、
水平调控三个环节决定。

一是工资总额增长主要与企

业经济效益增幅挂钩联动。 年初
编制工资总额预算， 与利润总额
等经济效益指标的业 绩 考 核 目
标 值 挂 钩 ， 并 根 据 目 标 值 的
先 进 程 度 确 定 不 同 的 预 算 水
平 ， 引 导 企 业 通 过 完 成 高 质
量 发 展 目 标 带 动 职 工 工 资 总
额合理有序增长。

二是根据效率水平适度调
整 。 根据人工成本投入产出效
率 、 劳动生产率等指标对标情
况， 对工资总额增幅适度调整，
引导企业提高效率。

三是注重收入分配公平。 按
照有关部门发布的工资指导线和
对非竞争类国企的工资调控要
求， 对部分工资水平偏高的行业
与企业， 尤其是主业不属于充分
竞争行业和领域的企业， 如果工
资增长过快， 要进行适当约束，
确保工资水平与增长幅度更加公
平合理、 规范有序。 当然， 对企
业承担重大专项任务、 重大科技
创新项目等特殊事项的， 也明确
要予以适度支持。

此外， 为引导企业深化三项
制度改革， 这次还明确了企业同
口径增人不增工资总额、 减人不
减工资总额的政策， 鼓励企业提
高用人效率。

工资总额分类管理
问： 对不同功能定位的央企

将采取哪些差异化监管措施？
答： 此次改革的重要创新之

一， 就是按功能定位对工资总额
实行分类管理， 契合当前分类推
进国企改革发展的总体方向。

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
域的商业类企业， 工资总额预算
实行备案制管理， 由企业董事会
在依法依规的前提下 ， 自主决
定年度工资总额预算， 国资委
由事前核准转变为事前引导、 事
中监测和事后监督； 对其他类型
企业工资总额预算继续实行核准
制管理。

但是，对开展国有资本投资、
运营公司或者混合所有制改革等
试点的央企， 可以探索实行更加
灵活高效的工资总额管理方式，
实现与国企国资改革试点工作全
面对接。

问： 那么在决定机制上也是
差异化的吗？

答：是的，不同功能定位企业
可以实行差异化的决定机制。比
如，企业可以根据功能定位，在工
资总额与经济效益匹配的大原则
下， 选取差异化的经济效益指标

与工资增长挂钩， 尤其是对于主
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 国民经济
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
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商业类企
业和公益类企业， 还可以探索结
构化管理方式， 在工资总额中自
主确定一定比例的保障性工资总
额， 与企业所承担特殊任务和公
益性业务完成情况挂钩， 实现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

分级管理 激发活力
问：对央企的子企业怎么管？
答：办法明确提出，对央企工

资总额实行分级管理。 国资委负
责管制度、管总量、管监督，中央
企业负责管内部自主分配、 管预
算分解落实、管具体操作执行。国
资委与中央企业权责清晰、 各司
其职。

问： 也就是说企业内部收入
分配是企业的责任吗？

答：是的，央企对其子企业的
工资总额以及内部收入分配事宜
应承担起主体责任。因此，办法在
宏观层面完善国家、 企业和职工
三者工资分配关系的同时， 强调
企业作为内部分配的责任主体，
应当持续深化内部三项制度改
革， 构建形成 “管理人员能上能

下、 员工能进能出、 收入能增能
减” 的市场化劳动用工和收入分
配管理机制， 切实承担起搞好搞
活企业内部分配的职责。

规范管理 加强监督
问：这次改革授权力度很大，

在监管上有何考虑？
答：在加大授权放权的同时，

办法强调监督检查， 明确界定企
业的违规责任。例如，如果实施备
案制管理的企业严重违反有关收
入分配的规定， 会将其工资总额
预算管理方式调整为核准制，确
保做到权责对等。 办法还明确将
企业工资总额管理情况纳入各项
监督检查范围，与审计、巡视等形
成合力，切实保证监管到位。

问： 下一步具体工作如何
开展 ？

答 ：2019年办法开始在央企
全面施行。 国资委将加快制定配
套文件， 包括工资决定机制的具
体实施规程、 备案制管理实施方
案以及工资管理特殊事项清单
等，以便企业执行。同时，还将加
大宣传培训力度， 协同推进配套
改革， 特别是强化事中监测和事
后监督，确保相关事权放得下、接
得住。 据新华社

国务院国资委16日公布 《中
央企业工资总额管理办法》， 对
央企工资总额决定机制和管理制
度体系进行全面改革。 这项事关
企业未来发展与广大职工切身利
益的改革具体内容是什么？ 有何
亮点？ 如何落地？ 记者采访了国
资委相关负责人。

三环节决定工资总额
问： 根据新办法， 央企职工

工资总额如何决定？
答 ： 工资问题既有经济属

性， 又有社会属性， 事关民生，
事关公平， 所以工资决定因素向
来不是单一的， 需要在坚持收入
分配一般规律的前提下， 充分考
虑当前时代背景提出的要求。

去 年 5月 ， 国 务 院 印 发 了
《关于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
制的意见》。 作为意见在央企落
地的配套文件， 办法以建立健全
与劳动力市场基本适应、 与企业
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挂钩的工
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为目标，
充分考虑国资委和央企的长期实
践经验， 提出当前企业工资总额
主要按照效益决定、 效率调整、
水平调控三个环节决定。

一是工资总额增长主要与企

业经济效益增幅挂钩联动。 年初
编制工资总额预算， 与利润总额
等经济效益指标的业 绩 考 核 目
标 值 挂 钩 ， 并 根 据 目 标 值 的
先 进 程 度 确 定 不 同 的 预 算 水
平 ， 引 导 企 业 通 过 完 成 高 质
量 发 展 目 标 带 动 职 工 工 资 总
额合理有序增长。

二是根据效率水平适度调
整 。 根据人工成本投入产出效
率 、 劳动生产率等指标对标情
况， 对工资总额增幅适度调整，
引导企业提高效率。

三是注重收入分配公平。 按
照有关部门发布的工资指导线和
对非竞争类国企的工资调控要
求， 对部分工资水平偏高的行业
与企业， 尤其是主业不属于充分
竞争行业和领域的企业， 如果工
资增长过快， 要进行适当约束，
确保工资水平与增长幅度更加公
平合理、 规范有序。 当然， 对企
业承担重大专项任务、 重大科技
创新项目等特殊事项的， 也明确
要予以适度支持。

此外， 为引导企业深化三项
制度改革， 这次还明确了企业同
口径增人不增工资总额、 减人不
减工资总额的政策， 鼓励企业提
高用人效率。

工资总额分类管理
问： 对不同功能定位的央企

将采取哪些差异化监管措施？
答： 此次改革的重要创新之

一， 就是按功能定位对工资总额
实行分类管理， 契合当前分类推
进国企改革发展的总体方向。

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
域的商业类企业， 工资总额预算
实行备案制管理， 由企业董事会
在依法依规的前提下 ， 自主决
定年度工资总额预算， 国资委
由事前核准转变为事前引导、 事
中监测和事后监督； 对其他类型
企业工资总额预算继续实行核准
制管理。

但是，对开展国有资本投资、
运营公司或者混合所有制改革等
试点的央企， 可以探索实行更加
灵活高效的工资总额管理方式，
实现与国企国资改革试点工作全
面对接。

问： 那么在决定机制上也是
差异化的吗？

答：是的，不同功能定位企业
可以实行差异化的决定机制。比
如，企业可以根据功能定位，在工
资总额与经济效益匹配的大原则
下， 选取差异化的经济效益指标

与工资增长挂钩， 尤其是对于主
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 国民经济
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
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商业类企
业和公益类企业， 还可以探索结
构化管理方式， 在工资总额中自
主确定一定比例的保障性工资总
额， 与企业所承担特殊任务和公
益性业务完成情况挂钩， 实现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

分级管理 激发活力
问：对央企的子企业怎么管？
答：办法明确提出，对央企工

资总额实行分级管理。 国资委负
责管制度、管总量、管监督，中央
企业负责管内部自主分配、 管预
算分解落实、管具体操作执行。国
资委与中央企业权责清晰、 各司
其职。

问： 也就是说企业内部收入
分配是企业的责任吗？

答：是的，央企对其子企业的
工资总额以及内部收入分配事宜
应承担起主体责任。因此，办法在
宏观层面完善国家、 企业和职工
三者工资分配关系的同时， 强调
企业作为内部分配的责任主体，
应当持续深化内部三项制度改
革， 构建形成 “管理人员能上能

下、 员工能进能出、 收入能增能
减” 的市场化劳动用工和收入分
配管理机制， 切实承担起搞好搞
活企业内部分配的职责。

规范管理 加强监督
问：这次改革授权力度很大，

在监管上有何考虑？
答：在加大授权放权的同时，

办法强调监督检查， 明确界定企
业的违规责任。例如，如果实施备
案制管理的企业严重违反有关收
入分配的规定， 会将其工资总额
预算管理方式调整为核准制，确
保做到权责对等。 办法还明确将
企业工资总额管理情况纳入各项
监督检查范围，与审计、巡视等形
成合力，切实保证监管到位。

问： 下一步具体工作如何
开展 ？

答 ：2019年办法开始在央企
全面施行。 国资委将加快制定配
套文件， 包括工资决定机制的具
体实施规程、 备案制管理实施方
案以及工资管理特殊事项清单
等，以便企业执行。同时，还将加
大宣传培训力度， 协同推进配套
改革， 特别是强化事中监测和事
后监督，确保相关事权放得下、接
得住。 据新华社

国务院国资委16日公布 《中
央企业工资总额管理办法》， 对
央企工资总额决定机制和管理制
度体系进行全面改革。 这项事关
企业未来发展与广大职工切身利
益的改革具体内容是什么？ 有何
亮点？ 如何落地？ 记者采访了国
资委相关负责人。

三环节决定工资总额
问： 根据新办法， 央企职工

工资总额如何决定？
答 ： 工资问题既有经济属

性， 又有社会属性， 事关民生，
事关公平， 所以工资决定因素向
来不是单一的， 需要在坚持收入
分配一般规律的前提下， 充分考
虑当前时代背景提出的要求。

去 年 5月 ， 国 务 院 印 发 了
《关于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
制的意见》。 作为意见在央企落
地的配套文件， 办法以建立健全
与劳动力市场基本适应、 与企业
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挂钩的工
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为目标，
充分考虑国资委和央企的长期实
践经验， 提出当前企业工资总额
主要按照效益决定、 效率调整、
水平调控三个环节决定。

一是工资总额增长主要与企

业经济效益增幅挂钩联动。 年初
编制工资总额预算， 与利润总额
等经济效益指标的业 绩 考 核 目
标 值 挂 钩 ， 并 根 据 目 标 值 的
先 进 程 度 确 定 不 同 的 预 算 水
平 ， 引 导 企 业 通 过 完 成 高 质
量 发 展 目 标 带 动 职 工 工 资 总
额合理有序增长。

二是根据效率水平适度调
整 。 根据人工成本投入产出效
率 、 劳动生产率等指标对标情
况， 对工资总额增幅适度调整，
引导企业提高效率。

三是注重收入分配公平。 按
照有关部门发布的工资指导线和
对非竞争类国企的工资调控要
求， 对部分工资水平偏高的行业
与企业， 尤其是主业不属于充分
竞争行业和领域的企业， 如果工
资增长过快， 要进行适当约束，
确保工资水平与增长幅度更加公
平合理、 规范有序。 当然， 对企
业承担重大专项任务、 重大科技
创新项目等特殊事项的， 也明确
要予以适度支持。

此外， 为引导企业深化三项
制度改革， 这次还明确了企业同
口径增人不增工资总额、 减人不
减工资总额的政策， 鼓励企业提
高用人效率。

工资总额分类管理
问： 对不同功能定位的央企

将采取哪些差异化监管措施？
答： 此次改革的重要创新之

一， 就是按功能定位对工资总额
实行分类管理， 契合当前分类推
进国企改革发展的总体方向。

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
域的商业类企业， 工资总额预算
实行备案制管理， 由企业董事会
在依法依规的前提下 ， 自主决
定年度工资总额预算， 国资委
由事前核准转变为事前引导、 事
中监测和事后监督； 对其他类型
企业工资总额预算继续实行核准
制管理。

但是，对开展国有资本投资、
运营公司或者混合所有制改革等
试点的央企， 可以探索实行更加
灵活高效的工资总额管理方式，
实现与国企国资改革试点工作全
面对接。

问： 那么在决定机制上也是
差异化的吗？

答：是的，不同功能定位企业
可以实行差异化的决定机制。比
如，企业可以根据功能定位，在工
资总额与经济效益匹配的大原则
下， 选取差异化的经济效益指标

与工资增长挂钩， 尤其是对于主
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 国民经济
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
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商业类企
业和公益类企业， 还可以探索结
构化管理方式， 在工资总额中自
主确定一定比例的保障性工资总
额， 与企业所承担特殊任务和公
益性业务完成情况挂钩， 实现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

分级管理 激发活力
问：对央企的子企业怎么管？
答：办法明确提出，对央企工

资总额实行分级管理。 国资委负
责管制度、管总量、管监督，中央
企业负责管内部自主分配、 管预
算分解落实、管具体操作执行。国
资委与中央企业权责清晰、 各司
其职。

问： 也就是说企业内部收入
分配是企业的责任吗？

答：是的，央企对其子企业的
工资总额以及内部收入分配事宜
应承担起主体责任。因此，办法在
宏观层面完善国家、 企业和职工
三者工资分配关系的同时， 强调
企业作为内部分配的责任主体，
应当持续深化内部三项制度改
革， 构建形成 “管理人员能上能

下、 员工能进能出、 收入能增能
减” 的市场化劳动用工和收入分
配管理机制， 切实承担起搞好搞
活企业内部分配的职责。

规范管理 加强监督
问：这次改革授权力度很大，

在监管上有何考虑？
答：在加大授权放权的同时，

办法强调监督检查， 明确界定企
业的违规责任。例如，如果实施备
案制管理的企业严重违反有关收
入分配的规定， 会将其工资总额
预算管理方式调整为核准制，确
保做到权责对等。 办法还明确将
企业工资总额管理情况纳入各项
监督检查范围，与审计、巡视等形
成合力，切实保证监管到位。

问： 下一步具体工作如何
开展 ？

答 ：2019年办法开始在央企
全面施行。 国资委将加快制定配
套文件， 包括工资决定机制的具
体实施规程、 备案制管理实施方
案以及工资管理特殊事项清单
等，以便企业执行。同时，还将加
大宣传培训力度， 协同推进配套
改革， 特别是强化事中监测和事
后监督，确保相关事权放得下、接
得住。 据新华社

勇勇士士归归来来！！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