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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我编著、曾湘泉教授主审，并作为当时劳动经济管理专业高等教育教材之一的《工资理论与工
资管理》一书，在1998年由中国劳动出版社出版后的5年多的时间里，先后三次印刷，成为这一时间段
内的主流教材。
　　时至2004年，与6年前相比，形势逐渐发生了深刻变化。
　　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制度”。
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工作和经营管理作为劳动的重要形式，在社会生产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
建立健全收入分配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对企业领导人和科技骨干实行年薪制和股权、期权试点。
”紧接着，2000年11月16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企业内部分配制度改革的指
导意见》。
同年，中组部、人事部印发了关于《加快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
可以认为，自2000年开始，我国的企事业单位正在经历并处在新一轮的薪酬改革或收入分配改革之中
。
　　2002年党的十六大《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全面
明确了深化分配制度改革。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收入分配政策，进一步明确了“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
参与分配的原则”，规划了“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
“橄榄形”分配蓝图。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
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基本建立，并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完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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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党的十六大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之后，适应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高等院校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劳动和社会保障专业教学和企事业单位薪酬管理实际工作的需要，在1998年《工
资理论与工资管理》一书的基础上，经过对原书结构和内容的重大调整、补充和完善而推出的新一代
薪酬设计与管理用书。
    全书内容包括五篇：    第一篇，理论基础，从第一章到第四章，共四章。
包括：薪酬释义，工资释义，工资问题的重要性；市场经济工资决定理论；工资差别理论；按劳分配
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理论，个人收入分配政策和工资分配政策等。
    第二篇，时事政策基础，从第五章到第九章，共五章。
包括：中国工资制度的沿革与改革；政府对收入分配的监控指导体系；目前政府调控企业工资总量的
方式；合理人工费计算与人工成本控制；工资支付、经济补偿与赔偿规定；政府对非国有企业的工资
与收益分配规定等。
    第三篇，薪资福利设计操作实务，从第十章到第十六章，共七章。
包括：薪酬目标、薪酬战略和薪酬技术；以工作为基础的工资结构设计及其工作评价；以能力为基础
的工资等级结构设计；工资标准测算与市场薪酬调查；工资支付形式与绩效工资体系；员工福利决定
等。
    第四篇，按要素分配设计操作实务，从第十七章到第二十一章，共五章。
包括：年薪制设计；股票期权设计；期股设计；科技人员收入设计；员工持股分配设计。
    第五篇，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从第二十二章到第二十三章，共两章。
包括：国家机关公务员工资制度；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工资制度；机关事业工人工资制
度；专业技术人员专业技术资格取得与工人技术等级评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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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理论基础　第一章 薪酬与工资的内涵和外延　　第一节 薪酬：概念释义　　第二节 工资定义
及有关工资的几组概念　　第三节 工资总额及工资总额组成　　第四节 企事业单位工资工作与任职
人员要求　第二章 现代市场经济工资决定理论　　第一节 1890年以来广泛流行的边际生产率工资理论
　　第二节 均衡价格工资理论　　第三节 人力资本工资理论　　第四节 效率工资理论　　第五节 分
享工资理论　　第六节 劳资谈判工资理论　　第七节 无组织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决定　第三章 社会
工资差别　　第一节 工资差别的类型及衡量标准　　第二节 产业之间的工资差别　　第三节 职业之
间的工资差别　第四章 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　　第一节 马克思以前空想按劳分配学说
的产生和发展　　第二节 马克思科学按劳分配理论和按劳分配原则的确立　　第三节 工资加利润分
红的按劳分配形式　　第四节 市场工资率的按劳分配形式　　第五节 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
　　第六节 个人收入分配政策和工资收入政策　　第七节 建立现代企业工资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第
二篇 时事与政策基础　第五章 中国工资制度沿革与改革　　第一节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工资分
配(1949—1952年)　　第二节 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工资分配(1952—1978年)　　第三节 1978年以来工资
改革的演进　　第四节 进一步深化企业内部分配制度改革指导意见　第六章 政府监控指导　　第一
节 工资管理体制与目标模式　　第二节 工资指导线制度　　第三节 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制度　
　第四节 人工成本预测预警制度　　第五节 最低工资规定　　第六节 工资集体谈判　第七章 政府对
企业工资总额的调控方式　　第一节 企业工资总额决定机制改革的进展　　第二节 计税工资办法　
　第三节 企业工效挂钩的基本模式和主要政策　　第四节 工效挂钩的主要形式操作举例　　第五节 
按照“两低于”原则自定工资总额的办法　第八章 合理人工费的计算与人工成本控制　　第一节 企
业人工费用及其构成　　第二节 确定合理人工费用的因素　　第三节 决定合理用人费的计算方法　
　第四节 企业人工成本及劳动效益统计分析指标　　范 例 邯钢：模拟市场核算，实现成本否决　第
九章 工资支付与收益分配规定　　第一节 工资支付规定　　第二节 加班加点和特殊情况下的工资支
付　　第三节 经济补偿与经济赔偿规定　　第四节 外商投资企业的工资收入　　第五节 股份制企业
的工资及收益分配　　第六节 城镇集体企业的工资收入　　第七节 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工资及收益分
配　　第八节 私营企业工资支付　　附录 军队转业干部的工资待遇第三篇 薪资福利设计操作实务第
四篇 按要素分配设计操作实务第五篇 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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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第一阶段（1978-1982），是理论上为按劳分配原则拨乱反正，实践上按劳分配原则重新得到
恢复和贯彻的阶段　　粉碎“四人帮”以后，经济学界讨论的第一个理论问题就是按劳分配。
从1977年到1978年11月的一年多时间里，就先后召开了四次按劳分配讨论会。
其中第一、第二两次讨论会的中心议题就是批评“四人帮”诋毁按劳分配的谬论。
1978年5月6日，《人民日报》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发表了题为《贯彻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彻底为按劳分配原则恢复了名誉。
文章指出：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它不但不是产生资产阶级的基础，还是防止新的资产阶级分
子产生的重要经济手段。
　　实践上，这几年的主要举措是：　　1978年5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的通
知》，恢复和改进了奖励计件工资制。
　　1977年、1978年调整部分职工工资。
1977年规定，1966年前参加工作的二级工和1971年前参加工作的一级工可以调整工资，18级以下干部
和其他职工的升级面是40％。
1978年安排职工2％的升级面，鼓励成绩优异的职工。
　　1979年全国物价工资会议决定，从1979年11月起给部分职工调整工资。
按照国务院《关于职工升级的几项具体规定》，职工升级面40％。
并且职工升级不再像1977年那样看“政治表现”，而主要依据职工的“劳动态度好坏、技术高低和贡
献大小”。
但由于规定升级面引起矛盾，国务院决定从1981年起工资普调。
1981年10月起，中小学、幼儿园、托儿所教职工普调一级工资，少数优秀教职工升两级。
1982年，给国家机关、科研、教育、卫生、文化、教育等事业单位14级以下职工普调一级工资，中年
知识分子、成绩显著贡献较大的职工升两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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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薪酬设计与薪酬管理》是在党的十六大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之后，适应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时期高等院校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劳动和社会保障专业教学和企事业单位薪酬管理实际工
作的需要，在1998年《工资理论与工资管理》一书的基础上，经过对原书结构和内容的重大调整、补
充和完善而推出的新一代薪酬设计与管理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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