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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效挂钩是确定和调控工

资总量的主要形式，它的前提

是工资总额增长幅度必须低于

本企业经济效益的增长幅度，

职工实际平均工资增长幅度低

于本企业劳动生 产率增长幅

度。但据对湖北省五户省直大

中型企业实行工效挂钩情况调

查统计表明：1994 年与 1992 年

相比 核 定 的 税 利 基 数 下降

18.53% ，而工资总额却上升

59.57% ，人 均 工 资 增 加 了

60.1%，而劳动生产率只增加

8.23% ，有的企业连连亏损，职

工工资收入却年年上升。企业

工效挂钩不但没达到“两个不

低于”，而且工资的增长幅度远

远高于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

的增长幅度。分析其原因，主要

有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挂钩工资总额没有

严格按挂钩浮动比例计算提

取。近两年来企业经济效益普

遍下滑，有的企业下降幅度达

40%左右，而财政部门在工效

挂钩清算时，工资最多下浮幅

度控制在 10%以内。这样工资

基数难以下降，而经济效益指

标却按实际完成情况核定，造

成目前工资总额上升、利税基

数下降。

2.近两年国家增资政策

多。就湖北省来说 1993 年误餐

补助人均年增资 480 元；1994

年由于调整书报费发放标准人均增资 120 元，人均普

调 600元，总计达 720 元。

3.国家规定复转军人、大中专毕业生进企业增加

的工资，核增企业工资基数，而企业每年有大量的离退

休人员、分流人员的工资，直接在成本中列支，不核减

企业工资总额，这一增一减的变化，使企业人均工资有

一定的增长。

4.工效挂钩没有挂全，企业大量吃“空额”，管理不

严也是企业工资增长过快的重要原因之一。当初核定

企业工效挂钩方案时，一般是按照企业劳资部门提供

人数核定的，而不是按财务实发工资人数核定。诸如保

卫、清洁卫生等勤务人员、企业劳动服务公司职工、三

产职工、企业内退人员的工资都核入工资基数，但企业

在工资核算时，大部分都没有把他们列入工资总额核

算。还有，企业的苦、累、脏、险等岗位有的请临时工顶

岗，有的则承包其他单位或个人去干；企业技术改造、

扩改工程施工管理人员工资直接进了技改成本，不进

工资总额核算；企业销售部门实行“五费”合一，销售人

员工资不通过工资核算，直接在销售费用列支。

针对工效挂钩企业工资没有挂住挂全，工资增长

幅度过快的问题，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1.严格按照工效挂钩企业核定的浮动比例计提企

业工资，该下浮要严格下浮。不是国家政策作重大调

整，严重影响企业经济效益时，不得随意调整，不作变

通处理，强化工效挂钩办法的刚性。根据国家有关政策

规定，对企业所有岗位人员工资报酬，不论企业在管理

上采取何种方式，以何种形式支付，一律列入工资总额

核算，不得在核定工资基数外列支。

2. 进行一次工效挂钩方案全面清查。对不合理的

挂钩方案进行调整，杜绝企业吃“空额”。同时对企业分

设的销售网点，销售人员的工资，分支机构，所属二级

单位，三产等要根据有关财务规定该并表的一定要并

表核算，所属人员工资要纳入挂钩工资总额之内。为积

极推进企业改革，企业对所属后勤福利，三产业实行剥

离，完全推向市场，自负盈亏。根据减人不减工资的原

则，对分流出去的人员工资可以不核减。对他们兴办的

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经济实体，

可以按国家有关规定核定其工资总额和经济效益指标

基数或施行计税工资办法调节工资的增长。

3.建立工资基数、经济效益指标和浮动比例核定

的规范化法定程序。严格按照《国有企业工资总额同经

济效益挂钩规定》所规定的办法执行。另外，当通货膨

胀率 已严重影响职工的生活水平必须对工资基数进行

调整时，可根据国家统计局当年公布的零售物价指数

扣去一个物价正常增长水平后进行规范化调整。

4.逐步推行计税工资和征收个人收入所得税相结

合的办法，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随着转机建制，深化

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全面铺开，国有独资企

业将会相对减少，而合资、合作、联营企业间相互持股

的现象将会增多，工效挂钩办法难以适应这种快速变

化发展的需要。因此，推行计税工资和征收个人收入所

得税相结合的办法，更能有效地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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