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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日通过了《中央管理
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包括中石
油、中石化、中国移动在内的!"家央企的负责
人正面临大幅降薪。“改革后多数中央管理企
业负责人的薪酬水平将会下降，有的下降幅
度还会比较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
长邱小平昨天对改革方案进行解读时说。

关键词!适用范围
邱小平介绍，这一改革的适用范围确定为

中央企业中由中央管理的负责人，包括由国务
院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独资或国
有控股企业中，由中央管理的企业董事长、党
委书记#党组书记$、总经理%总裁、行长等&、监事
长%监事会主席&以及其他副职负责人。
按此标准，受到新的薪酬制度约束的负

责人具体包括由国务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责
任的'(家央企，如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
等，以及其他金融、铁路等)*家央企。这些央
企的高管中，由中央管理的企业负责人受新

的薪酬制度约束，通过市场化选任的企业负
责人不受新制度调节。
其他中央企业负责人、中央各部门所属

企业和地方所属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
革，也将参照《改革方案》精神积极稳妥推进。

关键词!薪酬结构
国务院国资委公开的资料显示，国资委

履行出资人的央企，其高管平均薪酬与央企
职工平均工资的倍数，"++"年为*,-'倍，"+)+
年扩大到)(,(*倍，之后趋于平缓。此次改革
方案实施后，央企负责人薪酬与其职工的倍
数将低于目前水平。
目前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的薪酬由基本

年薪和绩效年薪两部分构成，今后将调整为
由基本年薪、绩效年薪、任期激励收入三部分
构成。增加任期激励收入的目的是引导企业
负责人更加重视企业长远发展，防止经营管
理中的短期行为。薪酬水平的具体方案为：中
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基本年薪根据上年度

中央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一定倍数确
定，绩效年薪根据年度考核评价结果在不超
过负责人基本年薪的一定倍数内确定，任期
激励收入根据任期考核评价结果在不超过负
责人任期内年薪总水平的一定比例内确定。
《改革方案》进一步规范了福利性待遇，中

央管理企业负责人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参加
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并建立补充养
老保险（年金）、补充医疗保险和缴存住房公积
金等，纳入统一薪酬体系统筹管理。中央管理
企业负责人不得在企业领取国家规定之外的
任何其他福利性货币收入。目前，一些央企负
责人在下属公司兼职。邱小平说，确实需要兼
职可以，但兼职不能兼薪，不可以再领取收入。

关键词!监督落实
对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履职情况进行全

面综合考核评价。对不同功能性质的企业突
出不同考核重点；加强履行政治责任、社会责
任等反映综合素质和能力情况的考核评价。
在监督方面，将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

酬制度纳入公开范围，接受职工民主监督。发
挥公司制企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的
监督作用。 本报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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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长刘学民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介绍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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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同级别公务员多 !"余倍

目前副部级公务员的年平均薪酬水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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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是同期沪深上市公司主要负责人的大约 #

至 $倍!

! 是城镇职工收入二三十倍

上世纪 )"年代初期" 国企负责人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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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高校和科研机构只有加快改革
创新，才能在上海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发挥
主力军作用。”市委副书记、市长杨雄昨天下
午赴上海科技大学和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
调研时说，上海加快朝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
技创新中心进军，不仅需要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大学，还需要打通产学研瓶颈的科技创新
集聚区。要推动高校深化治理结构改革，创新
体制机制，培育更多创新创业人才，形成更多
科技创新成果，为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科技创新中心贡献力量。
杨雄指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上

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要
求，一方面，我们要加快转变观念，深化改革
开放，创新管理模式，积极营造有利于科技创
新的软环境；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科技
创新主体建设，既要努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大学，还要整合资源，建设真正能打通产
学研瓶颈的国家级科技创新集聚区，为科技
创新最终服务产业结构调整、服务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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