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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步深化中央企业劳动⽤⼯和收⼊分配制度改⾰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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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发分配〔2016〕102号

关于进⼀步深化中央企业劳动⽤⼯和收⼊分配制度改⾰的指导意见

各中央企业：

为深⼊贯彻党的⼗⼋⼤和⼗⼋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的指导意见》（中

发〔2015〕22号）的要求，进⼀步深化中央企业劳动⽤⼯和收⼊分配制度改⾰, 构建市场化劳动⽤⼯和收⼊分配机制，实现企业内部

管理⼈员能上能下、员⼯能进能出、收⼊能增能减，增强中央企业活⼒和竞争⼒，现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统⼀思想，充分认识深化劳动⽤⼯和收⼊分配制度改⾰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深化劳动⽤⼯和收⼊分配制度改⾰是全⾯深化国有企业改⾰的重要内容，是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促进企业瘦⾝健体、提质

增效的重要举措，是增强中央企业活⼒和竞争⼒的迫切需要。近年来，中央企业在深化改⾰过程中，不断完善劳动⽤⼯和收⼊分配

制度，积极探索和实践，取得了⼀定成效，但是随着改⾰的不断深⼊，中央企业⽤⼯分配管理⽅⾯存在的体制机制僵化问题没有得

到根本性改变，部分企业内部改⾰不到位，市场化选⼈⽤⼈机制还未真正形成，激励约束机制还不健全，内部管理⼈员能上不能

下、员⼯能进不能出、收⼊能增不能减等问题仍然存在。当前，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要坚持问题导向，切实推进企业内部机制转

换，进⼀步深化中央企业劳动⽤⼯和收⼊分配制度改⾰，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中央企业深化劳动⽤⼯和收⼊分配制度改⾰的核⼼任务是，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企业功能定位相配套的市场化

劳动⽤⼯和收⼊分配管理体系，构建形成企业内部管理⼈员能上能下、员⼯能进能出、收⼊能增能减的机制，⽤⼯结构更加优化，

⼈员配置更加⾼效，激励约束机制更加健全，收⼊分配秩序更加规范，企业市场化程度显著提⾼，为做强做优做⼤中央企业提供保

障。

⼆、强化任职条件和考核评价，实现管理⼈员能上能下

（⼀）完善以岗位职责和任职条件为核⼼的管理⼈员职级体系。中央企业要建⽴健全管理⼈员岗位体系，明确各层级管理岗位

职责和任职条件，合理使⽤不同层次⼈才。不断完善管理⼈员职业发展通道，为管理⼈员能上能下搭建平台。按照集团化管控、专

业化管理、集约化运营的要求，科学调整组织结构，合理设置内设机构和配置管理⼈员，提⾼管理效率。

（⼆）健全以综合考核评价为基础的管理⼈员选拔任⽤机制。中央企业应当建⽴管理⼈员综合考核评价体系，以综合考核评价

为基础，通过竞争上岗、公开选聘等多种⽅式，公开、公平、公正地选拔优秀管理⼈员。强化管理⼈员考核评价的⽇常监督管理，

将考核评价结果与职务升降、薪酬调整紧密挂钩。对于经考核评价不能胜任⼯作的，应当调整岗位、降职降薪，真正做到管理⼈员

能上能下。

（三）探索推⾏职业经理⼈制度。中央企业要扩⼤选⼈⽤⼈视野，合理增加企业内部管理⼈员市场化选聘⽐例。对市场化选聘

的职业经理⼈，要签订聘任和绩效协议，明确聘任期限和业绩⽬标要求，建⽴与业绩考核紧密挂钩的激励约束和引进退出机制，实

现选聘市场化、管理契约化、退出制度化。

三、加强劳动⽤⼯契约化管理，实现员⼯能进能出

（⼀）全⾯推⾏公开招聘制度。中央企业要按照公开、公正、竞争、择优的原则，公开招录企业员⼯。要制订公开招聘办法，

⾯向社会公开招聘，做到信息公开、过程公开和结果公开。招聘信息应当⾯向社会公开发布，不得设置歧视性录⽤条件，不得降低

条件定向招录本企业员⼯亲属。拟录⽤⼈员有关信息应当通过适当形式在⼀定范围内公⽰，确保公开招聘⼯作的公平、公正，提⾼

员⼯招聘质量。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加强劳动合同管理。中央企业应当打破⾝份界限，建⽴健全以合同管理为核⼼、以岗位管理为基础的市场化⽤⼯制度。

要依法与员⼯签订劳动合同，做到劳动合同应签尽签。强化劳动合同对实现员⼯能进能出的重要作⽤，细化劳动合同期限、⼯作内

容、劳动纪律、绩效要求以及续签、解除合同条件等条款，明确双⽅的权利义务。要依法规范使⽤劳动合同制、劳务派遣等各类⽤

⼯，完善管理制度，履⾏法定程序，确保⽤⼯管理依法合规。

（三）构建员⼯正常流动机制。中央企业应当根据企业战略规划和⽣产经营需要，合理控制⽤⼯总量,优化⼈员结构,构建员⼯正

常流动机制。要建⽴企业内部⼈⼒资源市场，盘活⼈⼒资源存量，提⾼⼈⼒资源使⽤效率。要畅通员⼯退出渠道，细化员⼯⾏为规

范、劳动纪律和奖惩标准，明确劳动合同期满续签标准和员⼯不胜任岗位要求的认定标准。对违法违规、违反企业规章制度或不胜

任岗位要求等符合解聘条件的员⼯，要严格履⾏法律法规要求的相关程序，依法解除劳动合同。

四、推进收⼊分配市场化改⾰，实现收⼊能增能减

（⼀）加强⼯资总额能增能减机制建设。不断完善与财务预算和业绩考核⽬标挂钩的⼯资总额预算管理办法，健全⼯资效益同

向联动机制，切实做到⼯资总额与企业效益紧密挂钩。强化全⼜径⼈⼯成本预算管理制度体系，逐步将⼯资总额以外的其他⼈⼯成

本项⽬纳⼊预算管理范围，严格控制⼈⼯成本不合理增长，不断提⾼⼈⼯成本投⼊产出效率。

（⼆）推进与效益紧密挂钩的内部薪酬制度改⾰。中央企业应当根据企业实际，实⾏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薪酬分配制

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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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钩的⼯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优化薪酬结构，合理拉开收

⼊分配差距。推进全员绩效考核，根据劳动⼒市场价位、⼈⼯成本承受能⼒、岗位价值评估和员⼯个⼈能⼒等因素合理确定员⼯薪

酬，同时要与企业效益、个⼈绩效紧密挂钩。原则上，企业效益下降或个⼈绩效考核不达标时，员⼯薪酬应当相应下降，确保收⼊

能增能减。要建⽴员⼯薪酬市场对标机制，结合企业薪酬战略和⼈⼯成本承受能⼒，逐步提⾼核⼼⾻⼲员⼯薪酬的市场竞争⼒，同

时调整不合理的偏⾼、过⾼收⼊，做到薪酬⽔平该⾼的⾼，该低的低。

（三）规范员⼯福利保障制度。中央企业应当结合⾃⾝实际，统筹规范所属企业福利保障制度，加强福利项⽬和费⽤管理，严

格清理规范⼯资外收⼊。社会保险、住房公积⾦、企业年⾦、福利费等国家和地⽅有明确政策规定的，要严格执⾏相关规定，不得

超标准列⽀。已经建⽴企业年⾦制度的企业，不得提⾼建⽴年⾦制度前已退休⼈员统筹外补贴⽔平和临近退休⼈员的企业年⾦补偿

标准。企业效益下降的，福利费不得增长，企业年⾦缴费标准可以适当降低；企业出现亏损的，企业年⾦应当暂停缴费。

五、统筹规划，积极稳妥推进中央企业劳动⽤⼯和收⼊分配制度改⾰

（⼀）加强组织领导。中央企业要⾼度重视新形势下深化劳动⽤⼯和收⼊分配制度改⾰⼯作，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

作⽤和党员⼲部的先锋模范作⽤，发挥⼯会依法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桥梁纽带作⽤，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成⽴专项领导⼩组，明

确主要负责⼈是第⼀责任⼈，建⽴⼯作制度和运⾏机制，以上率下切实推进改⾰。主动加强与地⽅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沟通联系，为

改⾰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

（⼆）精⼼组织实施。中央企业要制订符合企业实际的深化⽤⼯分配制度改⾰⽅案，明确分阶段⽬标任务，提出具体改⾰办法

和措施，完善相关配套⽂件。强化⼈⼒资源信息化建设、对标管理等基础⼯作，建⽴社会风险、舆情风险、法律风险评估机制。加

强对所属企业的督促指导，强化企业⽤⼯分配责权利的统⼀，逐级落实管理责任。统筹协调与其他各项改⾰的关系，同步推进，重

点突破，务求实效。

（三）稳步推进改⾰。中央企业劳动⽤⼯和收⼊分配制度改⾰关系到员⼯的切⾝利益，在推动改⾰的过程中要处理好改⾰发展

与稳定的关系。加强政策宣传和培训，引导全体员⼯形成改⾰共识，积极参与改⾰。要开展深⼊细致的思想⼯作，发动员⼯、依靠

员⼯，形成改⾰合⼒。涉及员⼯利益的改⾰⽅案，应当依法履⾏内部民主程序。妥善解决改⾰过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积极履⾏社

会责任，切实保障员⼯的合法权益，确保企业和社会和谐稳定。

中央企业推进劳动⽤⼯和收⼊分配制度改⾰的⼯作进展情况，要及时报送国资委。国资委将加强对企业推进改⾰的监督指导，

及时总结企业的做法和成效，推⼴典型经验，引导中央企业锐意改⾰，务求实效，助推中央企业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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