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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E_B6_E5_9B_9E_E5_c37_644687.htm 被喻为“涨工资风向

标”的工资增长指导线，从未像最近一段时间这样，受到如

此之多的关注。自一些地方“下调指导线”以来，各种褒与

贬、赞与驳不绝于耳。工资增长指导线为何同市场走势“不

合拍”、与平均工资增幅“不对应”？就这些问题，记者采

访了有关部门和业内专家。百考试题论坛 为何同市场走势“

不合拍”？ 对于一些地方的工资增长指导线纷纷下降，有观

点提出质疑：一方面是不少地方经济大势企稳向好，另一方

面却是工资增幅“集体下调”，指导线没真正反映经济波动

的走势。 经济跌至谷底时没有降低工资增幅，经济回暖时却

迎来“零增长”。“指导线”为何同市场走势“不合拍”？

采集者退散 记者采访有关部门得知，工资增长指导线的确定

，是根据一套计算公式综合测算出来的，参考因素包括上

年GDP增速、当年预期增速、物价水平、就业率、劳动生产

率、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及其增速等指标。而各地发布的时间

一般在4月份过后甚至到7、8月份。 “这就意味着，指导线确

实是‘慢一拍’。”全国劳动保障学会理事、华东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钟仁耀说。其原因在于，指导线的主要参

照指标都为前一年的数据和年初时的预测，而无法预知当年

出现的诸多“变数”。 以上海为例，2008年发布的指导线的

上线、下线和平均线分别较2007年的指导线增长2%至3%，上

线达16%.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当年年初出现了物价急涨，但这

一代表今年度增幅的数字就与下半年逐步显现的国际金融危



机契合度不高。百考试题－全国最大教育类网站(www

．Examda。com) 钟仁耀认为，与当前瞬息万变的经济形势相

比，“一年一度”的指导线越来越易显露出滞后性，其反映

市场实际的参考价值也随之降低。他建议，一些地区可考虑

缩短发布周期，如果按现行规则必须“一条指导线管一年”

的话，也应尽可能在年初时发布，且各地发布时间宜相对集

中。采集者退散 为何与平均工资增幅不“对应”？ 国家统计

局最近公布的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为14638元，同比增长12.9%.这个增长率远高出多数地方发布

的工资增长指导线。 为何社会平均工资增长快，部分地方指

导线却出现下降？上海市总工会政策研究室有关专家认为，

一些地方的工资增长指导线出现下降，是经过相关计算公式

测算出来的，其主因是去年下半年以来经济形势严峻，也正

因为此，一定程度的“下调”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他提醒

说，工资调节具有双刃性，如果增幅过低，也可能产生“副

作用”，不利于拉动内需。 而对于“平均工资上涨”，上海

市总工会劳动保障专家王厚富认为，平均工资是一个综合数

据，是“差别的平均”，不能反映工资分配中的一些现实矛

盾，比如行业间、岗位间、人群间的差距较大等。 根据国家

统计局的解释，上半年工资增长主要“归功于”机关事业单

位，其中，机关平均工资增幅15.1%，事业单位为14.7%，而

企业平均工资增长为11.9%，低于全国平均增速。 钟仁耀指出

，两者的不“对应”，还有一个深层原因，即不同性质单位

的工资增减仍不同步、不均衡。平均工资增长的贡献“主力

”来自机关、事业单位、国企，而劳动部门提出的指导线则

主要针对上述性质之外的单位形式。来源：考试大 还要不要



“工资增长指导线”？ “工资增长指导线”还需不需要？最

近，社会上出现了这样一种疑问。持否定态度的人认为，工

资指导线不是强制性的，企业可以不采纳不遵守，且这一制

度与市场经济客观规律不适应。但一些专家对此并不赞同。 

钟仁耀说，目前，我国在工资分配上明确有法定强制力的只

有两个概念，一是最低工资，二是加班工资。这意味着，要

求工资增长指导线对所有单位都有效力，没有法定强制力，

也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从操作上而言，“指导线”

也很难适用于所有企业，其中尤其以私营、外资企业的难度

更大。 但他认为，工资增长指导线绝非“鸡肋”。因为越是

在市场经济，作为政府调节信号的影响力也就越大。从各地

实际情况来看，近年来，“指导线”也被越来越多企业所关

注。 与钟仁耀看法一致的还有参与制订工资增长指导线的上

海有关部门专家。这位专家表示，政府不能作直接干预，但

有必要发布信号，引导工资分配趋于合理。 据介绍，在国外

，大部分国家虽没有工资指导线制度，但也会发布一些影响

工资分配的政策信号。比如，美国劳工统计局会定期发布薪

资调查，并按不同职位分类细化公布薪资情况。 上海市总工

会政策研究室有关专家认为，官方发布的“信号”在工资谈

判上的作用尤为明显，因为“指导线”已成为大多数地方开

展工资集体协商的主要依据。来源：www.100test.com 上述专

家认为，工资指导线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加以

完善的问题。一方面，我国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尚处于起步

阶段，谈判“劳强资弱”的局面仍难以迅速扭转，工资增长

指导线制度虽属“无奈产物”，但也必不可少；另一方面，

制度覆盖范围上也有可臻完善之处，可以考虑将国企、公务



员纳入指导线，如果仅仅“指导”机关、事业单位之外的“

所有形式企业”，其效果难免打上折扣。 拿什么保障“涨工

资”权益？ 上海市总工会政策研究室有关专家说，企业控制

成本的途径很多，比如内部挖潜、开源节流、提高技术水平

和生产效率，政策上给予减税、社保缓缴或补贴等，完全可

以不动工资。但一些企业总会选择“更容易”的方式。 钟仁

耀认为，我国现行的保障一线职工工资收入的措施中，除最

低工资制度、艰苦岗位津贴制度之外，其余都属指导性政策

。一些城市的实践也表明，“指导线”“指导价”等信息还

难以得到企业的“应和”。来源：考试大 令人期待的是，根

据发改委今年下发的《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

意见》，我国将从国企、事业单位入手，合理控制收入分配

差距。 专家建议，我国在逐步构建“涨工资”机制过程中，

应完善制度铺垫，构建切实有效的监督模式，细化、明确岗

位工资、奖金分配、津贴补贴、工资支付等各项制度，指导

用人单位确定并遵守合理的工资结构。同时，要实质性推进

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赋予劳动者更有力的话语权，从而形成

工资共决和正常增长机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