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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9/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9470.htm （一九八九年三月六

日） 国务院同意劳动部、财政部、国家计委《关于进一步改

进和完善企业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的意见》，现转发给

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贯彻执行。 企业工

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和对企业工资实行分级管理，是企业

工资制度和工资计划管理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各地区、各

有关部门要根据中央关于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和全

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实施，注意总结过

去试点的经验，认真搞好宏观调节和管理，切实控制消费基

金的过快增长，保证积极稳妥地做好这项工作。 关于进一步

改进和完善企业工资 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的意见 一九八五年

以来，全国有部分企业根据《国务院关于国营企业工资改革

问题的通知》（国发〔１９８５〕２号）精神，以各种形式

试行了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实践表明，这种办法对于

增强企业活力、发挥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

和经济效益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有些办

法还不够完善，如工资的增加未能剔除不合理的涨价因素等

，从而不利于控制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不利于稳定物价和

控制通货膨胀。因此，必须在推行企业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

挂钩的同时，进一步改进和逐步完善挂钩办法，现对有关问

题提出如下意见：一、国家对企业工资实行分级管理体制，

即国家对地区（指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下同



）和部门实行全地区、部门企业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总挂钩

，总挂钩的工资总额基数、经济效益指标和基数、浮动的总

比例，由劳动部、财政部、国家计委核定；地区和部门在国

家核定的基数和浮动比例范围内，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对不

同企业实行不同的工资分配办法，审批其挂钩的形式、基数

和比例。暂不能实行总挂钩的地区和部门，要实行企业工资

总额包干办法。二、地区和部门总挂钩的工资总额基数，根

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构成的规定，原则上以本地区、

本部门所属国营企业的上年工资总额年报数（不包括价格补

贴和原材料节约奖）为基础进行核定，对个别情况个别处理

。三、地区和部门总挂钩的经济效益指标，要根据国民经济

发展对地区、部门综合经济效益的要求确定。地区总挂钩，

可以上缴税利、实现税利为主要挂钩指标，个别地区也可选

用其他适当的指标。部门总挂钩，可以上缴税利或实物（工

作）量为主要挂钩指标，有的也可以同几个指标复合挂钩。

挂钩的经济效益指标基数，一般以上年实际完成数为基础进

行核定；如果上年实际完成数低于前三年平均数，则以前三

年平均数为基础核定。四、地区和部门总挂钩的工资浮动总

比例，以劳动生产率、人均税利和人均非农业国民收入的水

平为主要依据，同时考虑工资税利率等经济指标确定，以体

现不同地区、部门之间企业经济效益高低和潜力大小的差别

。经济效益增减１％，工资总额一般增减０．５％至０．７

５％，有特殊情况，经国务院批准可以适当增加一点。五、

地区和部门实行总挂钩后，增减职工原则上不再增减工资总

额。但按国家政策规定安排复员退伍军人、军队转业干部，

可以相应调整工资总额基数。新建、扩建项目，属于国家及



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部门一级的计划立项并正

式移交生产的，经劳动部、财政部、国家计委核定，对新增

加职工，可以适当调整工资总额基数，同时相应调整挂钩的

经济效益指标基数。地区和部门总挂钩后，职工成建制地在

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与部门之间调入调出，其工资总

额和挂钩的经济效益基数，按上年决算数如实划转。六、地

区和部门要在国家核定的总基数和总比例范围内核定所属企

业工资与经济效益挂钩的基数和比例，并要保证全地区、部

门企业工资总额的实际增长不超过国家规定的浮动总比例。

年终执行结果，作为检查地区和部门企业年度工资总额计划

的依据，如超过了浮动总比例，超过的部分，要在下年度工

资总额基数中扣减，同时相应增加地区、部门当年上缴中央

财政的数额；如没有达到浮动总比例，差额部分留在地区、

部门作为工资调节基金指标，自行掌握调剂使用。七、地区

、部门实行总挂钩后，要严格监督考核挂钩企业执行物价政

策情况，对于企业因产品销售价格上涨而增加的盈利要采取

措施合理剔除，不得计提效益工资。八、地区和部门对企业

可以确定采用不同的挂钩形式，但必须符合国民经济发展对

企业经济效益的要求和企业的生产经营特点。当前可以实行

工资总额同上缴税利、实现税利、实物销售量、实际工作量

挂钩等形式，也可以实行工资总额同几个经济效益指标复合

挂钩的形式。实践证明建筑施工企业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

办法弊病较多，应切实加以改进，首先必须剔除计提含量工

资的产值中的涨价因素。地区和部门还可以在少数企业试行

其他挂钩形式，继续摸索经验。九、对所有实行挂钩的企业

，除考核主要挂钩指标外，必须同时考核质量、消耗、安全



、劳动生产率等经济技术指标，其中质量指标要作为否定指

标。铁路、民航、航运等交通运输企业和电力企业，要把安

全运营作为必须严格考核的重要指标。其他经济技术指标，

由各地区、各部门根据不同行业、企业的实际情况，提出要

求并负责考核。为了保证国家利益，除以上缴税利为主要挂

钩指标的企业外，实行其他各种挂钩形式的行业、企业，都

要规定必保的上缴税利额度或增长幅度，完不成上缴税利任

务的，要相应扣减工资增长基金。对出口创汇企业，还要考

核换汇成本。对商业服务企业要考核执行政策、服务质量等

，特别要严格监督执行物价政策的情况，不得以任何方式侵

害消费者利益。十、地区和部门在核定企业工资总额同经济

效益挂钩浮动的比例时，要注意企业之间经济效益水平的横

向比较，一般与同行业平均水平相比，以人均税利、工资税

利率、资金税利率和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为依据确定各企业的

挂钩浮动比例。经济效益增减１％，工资总额一般增减０．

３％至０．７％。实行工资总额同实物量（工作量）挂钩和

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办法的企业，完成核定的产量、产值

基数部分，按核定的工资系数（含量）提取工资；产量、产

值增长超过一定幅度，应适当核低工资系数（含量），以保

证企业工资总额的增长低于经济效益的增长，职工工资水平

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幅度。十一、一九八八年十月

一日以后实行挂钩的企业，工资总额基数的基本工资部分在

成本中开支，奖金部分在企业留利中开支，新增效益工资可

按基本工资与奖金的比例，分别在成本和留利中开支。一九

八八年十月一日以前实行挂钩的企业，经国务院或劳动部和

财政部批准的挂钩企业，仍按原规定执行；未经国务院或劳



动部和财政部审批的挂钩企业，如果奖金已由成本开支的，

其由成本开支的奖金（包括核入工资总额基数中的奖金和新

增效益工资中的奖金），按规定征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

，具体办法由财政部另行通知。十二、今后，企业主要靠提

高经济效益给职工增加工资。企业按比例提取的效益工资在

使用时要适当留有结余，保持以丰补歉的工资储备金，这要

作为企业目标责任制的一项重要内容。十三、实行挂钩的企

业，工资增长超过一定幅度时，要按国家有关规定缴纳工资

调节税；未实行挂钩的企业，继续按规定缴纳奖金税。对企

业用奖励基金、效益工资或其他资金来源发放的各种形式的

奖金、津贴或实物，都要照章纳税（具体办法由财政部、劳

动部另行制定）。任何地区、部门不得以任何借口放宽征税

起点、降低税率，已经自行开口子的，要坚决纠正。十四、

企业要进一步搞好内部工资分配，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

克服平均主义，使职工的劳动报酬同其劳动贡献密切挂起钩

来。这是深化企业改革，完善企业经营机制的重要环节。内

部分配的具体形式，由企业根据实际情况，按照国家有关政

策规定自行决定。搞好企业内部工资分配的关键是坚持实行

劳动定额制度，按照劳动定额的完成情况进行分配。计件工

资制是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的一种较好形式，有条件的企业都

要积极实行，计件形式应根据生产特点确定，可以实行个人

计件，也可以实行集体计件；不适于实行计件的，也要实行

其他形式的定额工资制。实行计件工资制和定额工资制都要

有科学合理的定额标准和随工艺设备改进及时修改定额的制

度；在考核产品数量的同时，还要严格考核质量和消耗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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