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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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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混改员工持股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旨在推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率。

深化国企改革

通过员工持股，将企业与员工的利益紧密捆绑，激发员工
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竞争力。

激发员工积极性

员工持股制度有助于优化国有资本布局，提高国有资本运
营效率，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

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

背景与意义



员工持股计划01

国企混改中的员工持股计划是指允许企业员工购买本企业股份的一种制

度安排。员工通过购买企业股份成为企业的股东，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

持股方式02

员工持股可以采取直接持股或间接持股的方式。直接持股是指员工直接

持有企业股份，而间接持股则是员工通过持股平台或信托等方式间接持

有企业股份。

持股比例与范围03

国企混改中员工持股的比例和范围因企业而异，一般根据企业的实际情

况和改革需求来确定。持股比例通常受到一定的限制，以防止员工持股

过度集中或影响企业控制权的稳定性。

混改员工持股制度概述



典型模式一：全员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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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一

广泛参与性。全员持股计划覆盖全体

员工，实现员工利益与企业发展的紧

密结合。

特点三

增强企业凝聚力。全员持股有助于增

强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提

高企业内部凝聚力。
特点二

激励机制。员工持股可将个人利益与

公司长期业绩挂钩，激发员工积极性

和创造力。

全员持股定义

全员持股是指国有企业通过员工持股计

划，使所有员工成为公司股东，共同参

与企业经营和分享收益。

全员持股概念及特点



监督与信息披露
建立监督机制，确保员工持股
计划合规运行，并定期进行信
息披露。

股份管理
设立专门机构或委托专业机构
对员工股份进行管理，确保员
工持股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员工认购
员工根据自愿原则认购股份，
并支付相应对价。

制定持股计划
明确持股对象、持股比例、持
股期限等关键要素。

评估与定价
对企业进行价值评估，确定员
工持股价格。

全员持股实施流程



案例背景

某大型国有企业为激发员工积极性，提高企业经营效率，决定实施全员持股计划。

实施过程

该企业经过充分调研和论证，制定了详细的员工持股计划，并通过员工持股平台实现了员工广泛参与。在持股计划实

施后，企业内部凝聚力显著提升，员工工作积极性明显增强，企业经营业绩稳步提升。

成效分析

通过全员持股计划的实施，该企业成功地将员工利益与企业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实现了企业与员工的

共赢。同时，全员持股计划也有助于提高国有企业的市场化程度和竞争力，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

新的动力。

案例分析：某国企全员持股实践



典型模式二：核心员工持股

03



核心员工持股是指国有企业通过员工

持股计划，使核心员工获得公司股权，

成为公司股东的一种制度安排。

该模式强调对核心员工的激励和约束，

通过持股将员工利益与公司长期发展

紧密结合，激发员工积极性和创造力。

核心员工持股概念及特点

特点概述

概念定义



核心员工持股实施流程

确定持股对象

明确核心员工的范围和标准，通常包括高层管理人员、关键技术人员
等。

制定持股计划

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制定详细的持股计划，包括持股方式、持股比例、
持股期限等。

审批及实施

持股计划需经过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批通过后方可实施，实施过
程需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

股权管理

建立健全的股权管理制度，规范股权的登记、转让、分红等行为，保
障持股员工的合法权益。



企业背景

某大型国有企业，面临市场竞

争加剧和人才流失的压力。

该企业通过员工持股计划，向

核心员工授予限制性股票，并

设定一定的解锁条件和期限。

持股计划实施后，核心员工的

工作积极性和忠诚度得到显著

提升，公司业绩稳步增长，市

场竞争力明显增强。同时，持

股员工获得了丰厚的投资收益，

实现了个人财富的增值。

持股方案 实施效果

案例分析：某国企核心员工持股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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