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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界定出发，对当前我国国有企业在实施经营者年薪制时比较流行的几种具体模式进行 

了比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进后的经营者年薪模式。最后，对当前国有企业在实施年薪制时应注意的一些问题进行 

了归纳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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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界定 

在经营者年薪制的实施中，第一个问题 

就是确定经营者的范围。 

在这个问题上，全国各地现在主要有3 

种意见：第一种是仅限于企业的法人代表； 

第二种是指企业中的董事长、总经理和党组 

织书记；第三种则将经营者的范围扩大到企 

业的经营集团全体成员 

从实际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经营者范围 

的界定要考虑到多方面的利益和各地的实 

际情况，从规范的角度来说，第一种看法更 

加合理，至于企业中其他人的薪金应根据企 

业法人代表年薪的状况进行浮动。然而从现 

实的角度来看，第二种更加可行。由于国企 

制度还在规范之中，所以开始实施年薪制的 

时候，可适当多考虑一些现实问题，在现代 

企业制度的逐步确立中，再适当规范，但是 

我们也要注意到第一种看法，过于倾向于现 

实性，有照顾全面而无限扩大经营者对象的 

趋势 

2 国有企业经营者年薪制的几种模 

式的比较及其改进 

经营者的年薪足企业资产的业主给予 

经营者的劳动报酬，一般由基础年薪和风险 

收入两个部分构成。其中基础年薪的标准， 

在经理市场发育成熟的情况下，应以所聘经 

营者本人的市场价格为基础。同时，可考虑 

企业的生产规模、产品的技术含量、经营风 

险大小等因素。经营者年薪中的风险收入要 

根据其经营成果以年度为单位考核浮动发 

放，是企业年度经营效益的具体体现，是年 

薪的主要组成部分。 

2．1 几种具体年薪制模式的比较 

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作为职业企业家， 

是人力资本和企业知识的载体，享有参与企 

业权力和利益分配的权力 现代公司企业高 

层管理人员的报酬结构是多元化的，各国年 

薪报酬在具体实践上也有很大的差异。我国 

的年薪制．可大致分为以下5种模式。 

2。1．1 ；住公务员型模式 

报酬结构：基础年薪+津贴+养老金计划 

激励作用：这种报酬方案的激励作用机 

理类似于公务员报酬的激励作用机理，职位 

升迁机会、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稳定体面的生 

活保证是主要的激励力量来源，而退休后更 

高生活水准保证起到约束短期行为的作用。 

2．1．2 一揽子型模式 

报酬结构：单一固定数量年薪 

激励作用：具有招标承包式的激励作 

用，激励作用很大，但容易引发短期化行为。 

其激励作用的有效性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考虑指标的科学选择、准确真实 这种 

报酬方案的制定，尤其是考核指标的选择， 

类似于各地政府较为普遍实行的对经营者 

的奖励。 

2、1_3 非持股多元化型模式 

报酬结构：基础年薪+津贴+风险收入 

(效益收入和奖金)+养老金计划 

激励作用：如果不存在风险收入封顶的 

限制，考核指标选择科学准确，相对于以前 

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报酬制度和上述任一方 

案而言，这种多元化结构的报酬方案更具有 

激励作用，但该方案缺少激励经营者长期行 

为的项目，有可能影响企业的长期发展。 

2．1．4 持股多元化型模式 

报酬结构：基础年薪+津贴+含股权、股 

票期权等形式的风险收入+养老金计划 

激励作用：从理论上说，这是一种有效 

的报酬激励方案，多种形式的、具有不同的激 

励约束作用的报酬组合保证了经营者行为的 

规范化、长期化。但该方案的具体操作相对复 

杂，对企业具体的条件要求相对苛刻j 

2．1．5 分配权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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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酬结构：基础年薪+津贴+以 “分配 

权”、“分配权”期权形式体现的风险收人+养 

老金计划 

激励作用：把股权、股票期权的激励机 

理引人到非上市公司或股份制企业中，扩大 

其适用范围。这是一种理论创新，其效果还 

有待实践检验。 

除了以上5种比较流行的模式外，还有 

企业采用 “谈判工资”、“金降落伞制”、“沉淀 

福利制度”、“职务工资制度”、“岗位工资制 

度”、“年功序列工资制度”等其它薪酬制度。 

那么，对于一个企业，究竟采取哪一种年薪 

模式，或者创新使用某种模式，从权变理论 

的观点来看，似乎没有唯一的答案，主要是 

在综合考虑经营者的行为成本、贡献、承担 

的风险，机会成本并结合企业自身支付能 

力，盈利状况，企业整体性激励水平，政府法 

律法规等因素，制定合适的评价标准，判断 

企业所有者预期目标的实现与否和实现程 

度状况。 

2．2 改进的年薪制模式 

由上面的分析和讨论，笔者尝试提出如 

下的年薪模型： 

I=Il+厶 ； 

ll=(a~WI+bxW2)xn『×(C+D)； 

12=(EVA 一EVAI-1)×n2xl00％； 

8=f(xl， 2，·--， )； 

其中，，为年薪；，．为基础年薪；，2为风险 

收人；6为调整收人；0，b为调节系数，a+b=l 

且0≤b≤0．4；n。为基础年薪的比例系数，视 

具体情况而定，一般控制在0．4以内；C为上 

年度企业经济效益水平评价得分系数；D为 

企业生产经营规模评价得分系数；W．为上 

年度该地区职工平均年工资；W 为本年度 

本企业职工平均年工资；E蹦 为第t年企业 

的经济附加值 (t≥1)；E c-l为第t一1年企 

业的经济附加值；n 为风险收人比例系数；6 

为根据企业产品技术含量、行业状况、经营 

风险及其它因素(如物价变动等)所做的收 

1 

人调整；I2为值的下限是 ，-(即O,X 

W +bxW2)，超出的部分，可酌情从经营者的 

风险基金中扣减。 

另外，企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用E蹦 

法或 尺E 法。 

上述模式综合考虑企业内外部的多种 

因素，相比较于前几种模式，有以下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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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经济效益水平评价得分系数表 

注：①组织上面采用的是绝对指标，有时候用资金利 

润率等相对指标，不同的企业可以结合自身情况，合 

理选择；②以上利润指标分组含下限不含上限。 

表2 企业规模评价得分系数(D值)表 

奎 ! 小型 类型(一类)(二类)(一类)(二类) 一 

EVAt／EVA 值① 比例系数(n2值) 

1．0～1．1@ 

1．1～I．2 

1．2～1．3 

1．50 

1．65 

1．82 

1．3～ 2．oo 

注：①如果 EVA <EVAf_l，①改为EVAr—I< 

EVA ；②以上比值的分组含上限不含下限。 

的优点： 

首先，该方法中计算风险收人时采用的 

是E 法或尺E蹦 法，有效考虑了资本的 

时间价值，能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计算 

更具科学性。 

其次，该方法中计算风险收入时采用的 

是E蹦 法或尺E 法，有效考虑了资本的 

时间价值，能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计算 

更具科学性。 

再次，该方法以将企业经营者作为普通 

劳动者为出发点，在实施年薪制中，更能保 

障经营者最低的维持自身生存、发展和养育 

后代的基本费用 (表现在年薪模式设计中 

(，l+，2)≥(axWI+bxW2))，体现了社会主义按 

劳分配原则。 

再次，企业作为一个经济组织，在生产 

经营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和挑 

战，并且有些因素带来的经济价值的亏减是 

经营者自身不能控制和影响的，这要在6中 

予以调整，使得年薪的计算更加客观。 

最后，作为经营者年薪中的主要组成部 

分的经营风险收人(，2)采用的是累进／退计 

算法，当经

蹦 蹦 的比值上)，个人收人就越高，反 

之则低。这样能有效调动广大经营者的积极 

性，并能避免经营者做出错误或不合情理的 

经营决策。 

3 结束语 

年薪制作为一种经营者收人分配制度， 

在我国国有企业的推广试行中，取得了一定 

的成效。对年薪制，国企经营者和职工都是 

支持的。但是，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企业经营效益 

同年薪的相关程度小，不同企业之间的差距 

没有拉开；②国企经营者自身有畏难情绪； 

③对经营业绩考核评价指标缺乏客观系统 

性；④在年薪制的执行过程中存在任意性； 

⑤在企业工资分配上存在攀比效应；⑥经营 

者年薪存在能上不能下的刚性趋势。以上问 

题，是在对国有企业经营者实施年薪制时遇 

到的，它们并不奇怪，我们应当对已经产生 

或可能产生的问题有比较充分的估计，采取 

积极的措施，兴利除弊，使经营者年薪制能 

得到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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