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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内部分配制度改革指导意见

第一章 总 则

一、目的和依据

为促进企业持续有效地推进内部分配制度改革，更好地发挥

分配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激发企业活力，提升人力资源竞争力，

促进企业健康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政策，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

进一步深化企业内部分配制度改革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二、指导思想

紧密围绕公司发展战略，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以国家收入

分配相关政策为指引，通过构建科学的收入分配制度体系和规范

化管理，充分发挥分配的激励、约束和导向作用，充分调动广大

员工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劳动效率和人工成本投入产出效益，提

升人力资源竞争力，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三、主要任务

强化机制建设和制度建设。以岗位价值和工作绩效为导向，以拓

宽员工工资增长通道、提升员工队伍活力为目标，坚持以岗位绩

效工资为主的基本工资制度，健全收入分配制度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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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决定和调整机制，实现收入能增能减；规范和加强企业内部收

入分配管理，强化内部分配决策程序和流程管理，健全分配制度

体系评价和完善制度。



第二章 健全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体系

企业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在于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完

善制度体系。通过健全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体系，充分调动员工

积极性，促进企业持续发展。企业要以科学的岗位分析、业绩评

价为基础，不断优化以岗位绩效工资为主的基本工资制度。

一、突出价值导向，优化工资结构

岗位绩效工资制以价值创造为导向，以岗位价值和员工的工

作成果为分配依据，通过合理设置工资单元、有效发挥各工资单

元的作用，充分体现企业价值导向和分配导向，使有限的工资投

入获得最大的激励效果。

二、建立与各种劳动形式相适应的多种分配方式

从形式上划分，企业员工提供的劳动主要包括管理、研发、

技术、操作等，这些不同形式的劳动相互配合、密切协作，共同

推进企业发展。由于劳动形式不同，衡量方法各异。企业可根据

岗位性质，不断探索和完善与劳动形式和岗位性质相适应的分配

制度和激励机制，合理反映不同劳动在企业价值增值过程中的贡

献，充分调动不同岗位员工的积极性。

（一） 计件工资制。企业要根据产品性质及生产方式，以充

分体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为原则，进一步完善生产人员计件工

资制。以科学的产品工时定额、完善的质量评价体系为基础，充

分考虑劳动强度、技术含量、质量要求、工作环境、产品的成熟

程度、企业成本容纳能力等各方面因素，科学核定计件产品工时

单价，并探索建立计件产品工时单价与产品盈利能力联动机制。



（二）项目工资制。鼓励技术、管理人员在企业自主创新和科

技成果转化中发挥积极作用，探索知识价值实现的有效方式，建

立健全以工作成果贡献为评价标准的科技创新人才薪酬制度,对

关键核心技术、管理人员，可以实行项目工资（或项目奖励）制

度。

（三）提成工资制。对营销人员，企业可根据产品的市场化

程度实行差异化的提成工资制度。对于市场化程度高、市场开拓

难度大的，可适当加大提成工资比例。将营业收入、新签订单、

市场开拓、应收账款、产品利润率、销售费用等列为考核指标，

综合考虑团队业绩、个人业绩情况确定提成工资。

（四）协议工资制。对企业发展所急需的技术、管理等特殊

人才和市场稀缺的高端人才、企业聘用的职业经理人等市场化人

才可实行协议工资制，由企业和劳动者双方以合同方式明确工作

期限、岗位职责、薪酬福利、履职待遇、业绩目标、考核办法、

违约责任等相关事项，按照市场化分配机制确定薪酬。薪酬结构

和水平参照同行业、同岗位、同业绩贡献的市场同类人员，经双

方协商确定。协议工资不受企业内部工资制度的限制。

（五）年薪制。对所属子公司（或独立经营的分公司）高层

管理人员可实行年薪制，即实行以年度为单位，根据所属企业经

营规模、经营风险、经营业绩以及员工收入等因素，确定其收入

的薪酬分配制度。子（分）公司高管年薪应由其履行出资人管理

职责的部门核定。

（六）中长期激励。不断完善劳动、资本、知识、技术、管

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实现方式，鼓励对企业经营业绩和持



续发展有直接或较大影响的核心人员，以企业中长期发展战略为

导向，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共担市场竞争风险为目标，探索实

践股权激励、期权激励、分红权激励、员工持股、强制跟投与自

愿跟投等激励约束的长效机制，充分发挥分配的激励和导向作用

，提高激励效果。

（七）境外企业工资制度。境外企业应结合用工方式对员工

工资进行分类管理。其中：对国内外派员工可实行“原企业工资加

境外工作补贴”的工资制度，在完善岗位管理的基础上，根据员工

所在岗位及工作绩效，按照“同岗同薪、同工同酬”的原则，设计

外派员工工资体系，合理安排和调整企业内部分配关系；对市场招

聘员工可参照所在地同类企业制订工资制度，工资水平按所在地市

场价位确定。（境外企业用工及薪酬管理制度另定）

（八）鼓励企业积极探索创新分配模式。以价值创造为宗旨，

以促进企业经营模式创新、技术管理创新为目标，倡导在新产业、

新业态领域，探索建立引领创新、鼓励创新的分配机制，激活创新

动力；尝试与新的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更好地反映

劳动的价值创造，激发员工队伍活力，推动企业更好更快发展。

第三章 推进配套改革加强基础管理

一、强化绩效管理

员工绩效管理是实施岗位绩效工资的重要支撑。企业要建

立健全绩效管理组织体系，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职责，以

提高全员绩效水平为最终目的，不断创新考核方法，完善绩效



考核制度，切实加大绩效管理的力度、广度和深度，把管理范

围覆盖到全体员工，有效实施员工绩效管理。

组织绩效和个人绩效是支付岗位绩效工资的主要依据。对

于完成周期较长的项目和任务，应当增加工作节点考核，明确

阶段性工作目标，将员工收入与阶段性考核结果适度挂钩，通

过员工绩效管理和分配的激励约束作用有效推进工作进程、提

高工作效率（绩效管理指导意见另定）。

第四章 规范和加强收入分配管理

一、规范工资支付

企业应严格按照国家和集团公司有关规定，建立工资支付

制度，规范工资支付行为。企业的工资支付制度应明确员工加

班、休假、待岗、脱产培训等特殊情况下的工资支付标准和计

发办法。生产任务不均衡情况下，要在准确测算全年效益的基

础上，合理制订不同阶段的工资调控政策，统筹安排工资和人

工成本月度使用计划；企业应设定特殊经营情况下的工资支付

办法；企业可针对不同群体的岗位和工作特点采取适当的工资

支付方式（如延期支付等）。

二、规范福利项目管理

企业要统筹规范福利保障制度，加强福利项目和费用管理，

企业设立福利费项目要依法合规、量力而行、标准合理；要严格

清理规范工资外收入，按月按标准发放或支付给员工的住房补贴、

交通补贴、通讯补贴、节日补贴、午餐费补贴，应当按照国家有

关政策要求纳入工资总额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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