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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什么是薪酬？什么是奖金？什么是福利？什么是保
险？什么是公积金？什么是员工持股或期权？

n 什么是最低工资？什么是个税？什么是工资结构？
什么是工资水平？什么是薪酬调查？

n 企业工资管理中人事部和财务局部别做什么？薪酬
专员做什么？

n 什么是宽带薪酬？什么是4P模式？什么5级工资？
n 如何设计薪酬结构？如何制定薪酬制度？
n ……

薪酬管理是什么？
什么是薪酬管理？



一般性薪酬管理体系
企业策略

人力资源策略

报酬策略

绩效管理流程财务性报酬 非财务性报酬

本薪 变动薪资员工福利

职位评价 薪资调查

薪资结构

总薪资

报酬系统管理

个人/团队绩效提升

组织绩效提升

认同、责任、成就
发展、成长



薪酬局部常识〔参见三级教程
〕

n 薪酬的概念

n 薪酬的根本形式

n 薪酬的实质

n 影响薪酬的因素

n 薪酬管理的目的

n 薪酬管理的原那么

n 薪酬管理的内容



薪酬的概念

n 薪酬：泛指员工获得的一切形式的报酬。

n 报酬：完成劳动任务后的一切有形和无形的待遇。

n 薪资：薪金和工资。

n 薪金：以较长时间为单位计算员工的劳动报酬。

n 工资：以工时或完成产品的件数计算的员工报酬。

n 收入：全部报酬。

n 薪给：薪金和工资。

n 奖励：超额劳动报酬。

n 福利：补充性报酬。

n 分配：新增产品或增值的分发与配置。

注意每个概念的定
义角度，及各概念
之间的关系。



薪酬的根本形式

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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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的实质

n 实质上是一种交换或交易，符合商品市场规律。是组
织对员工的奉献包括态度、行为和业绩等所做出的各
种回报。

回报〔薪酬〕

外部回报 内部回报

社会
心理

直接薪酬 间接薪酬

福利根本
薪酬

鼓励
薪酬



影响薪酬的因素
影响员工薪酬的主要因素

影响企业整体薪酬水平的因素影响员工个人薪酬水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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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管理的目的

1.保证薪酬竞争性，吸引和留住人才；

2.肯定奉献，予以回报；

3.控制本钱，提高效率和竞争力；

4.鼓励与双赢。



薪酬管理的原那么

1.对外具有竞争力；

2.对内具有公正性；

3.对员工具有鼓励性；

4.对本钱具有控制性。



薪酬管理的内容

n 薪酬管理内容：
n 1.企业员工工资总额管理；
n 1)国家统计局对工资总额组成的界定：
n 工资总额=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
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

n 2)在考虑影响工资总额诸多因素〔？〕的根底上推算
工资总额的方法：工资总额与销售额、盈亏平衡点、
工资总额占附加值比例。

n 2.企业员工薪酬水平控制；
n 3.企业薪酬制度设计与完善；
n 4.日常薪酬管理工作：薪酬调查、制定薪酬方案、员
工满意度调查、人工本钱核算、薪酬调整



教材本章知识架构

n 薪酬调查

n 工作岗位分类

n 企业工资制度设计与调整

n 企业员工薪酬方案制定

n 企业补充保险



薪酬调查

n 什么是薪酬调查？ 〔P270〕
n    是指采用科学的方法，通过各种途径，采集
有关企业各类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以及支付状
况的信息，并进行必要处理分析的过程。

n 为什么要进行薪酬调查？〔P271-272〕
n 为企业调整员工的薪酬水平提供依据。

n 为企业调整员工的薪酬制度奠定根底。

n 有助于掌握薪酬管理的新变化与新趋势。

n 有利于控制劳动力本钱，增强企业竞争力。



薪酬调查的种类

n 按调查方式：
正式和非正式

n 按调查主体：
政府调查/行业/专业协会或企业家联合会/咨询公司/企
业自己

n 正式调查按组织者分：
商业性薪酬调查/专业性薪酬调查/政府薪酬调查

n 按调查对象与内容分：
薪酬市场调查/员工薪酬满意度调查



岗位评价、绩效考评与薪酬管
理的关系

外部公平
〔薪酬水平〕

薪酬
市场调查

个人公平
〔绩效工资〕

内部公平
〔工资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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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岗位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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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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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调查过程〔P274图5-2〕

1-整体薪酬
水平调整
2-薪酬制度
结构调整
3-薪酬晋升
政策调整
4-岗位薪酬
水平调整

1-确定调查
企业
2-确定调查
岗位
3-确定调查
数据
4-确定调查
时间段

1-企业之间
相互调查
2-委托中介
机构调查
3-采集媒体
公开信息
4-问卷调查
通信调查

1-数据排列
2-频率分析
3-趋中趋势
4-离散分析
5-回归分析
6-图表分析

1-组织实施情
况分析
2-薪酬数据分
析
3-政策分析
4-趋势分析
5-企业与市场
状况比照分析
6-薪酬水平或
制度调整的建
议

确定调查目的 确定调查范围 确定调查方式 统计分析数据 提交调查报告



薪酬满意度调查

n 薪酬满意度调查内容：P290表5-7
n  〔水平、结构、比例、差距、决定因素、调整、
发放方式、工作本身、工作环境等〕

n 薪酬满意度调查程序：P290-291
n     〔确定对象-确定方式-确定内容-表格设计-
组织调查-问卷回收-数据统计-结果分析〕

n 薪酬满意度调查表的设计〔另：设计薪酬调查
问卷的本卷须知及表格设计的具体要求P289〕

n 薪酬满意度调查结果分析：参考教材实例



工作岗位分类

n 什么是工作岗位分类？

n 岗位分类与岗位调查、岗位分析、岗位
设计及岗位评价的关系？〔P295〕

n 岗位分类的根本概念和相关概念？

n 岗位分类的步骤方法？



工作岗位分类的内涵

• 也称为岗位分类分级或岗位归级、职位分类〔
国家机关行政人事管理中〕

• 岗位分类是在岗位调查、分析、设计和评价的
根底上，采用科学的方法，根据岗位自身的性
质和特点，对企事业单位中全部岗位，从横向
与纵向两个维度上所进行的划分，从而区别出
不同岗位的类别和等级，作为企事业单位人力
资源管理的重要依据和根底。



工作岗位分类的有关概念

n 职系：是由工作性质和根本特征相似相近,而任务轻重、责任大小、
繁简难易程度和要求不同的岗位所构成的岗位序列。〔细类〕

n 职组：是由工作岗位性质和特征相似相近的假设干职系所构成的
岗位群。〔中小类〕

n 职门：是工作性质和特征相近的假设干职组的集合。〔大类〕
n 岗级：同一职系中工作岗位性质、任务轻重、责任大小、繁简难
易程度和所需人员资格条件相同或相近的工作岗位的集合。

n 岗等：是将工作性质不同，但工作繁简难易、责任大小以及所需
资格条件等因素相同相近的岗位纳入统一的岗等，从而使各个职
系中隶属于不同岗级的岗位纳入了统一的岗等维度之中。

n 职业分类：与岗位分类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
n 品味分类：是一种按照预定分类原那么和方法根据人员的学历、
资历及奉献大小等资格条件，将人员分成不同品级的人事制度。



区分〔P295-297〕
〔一〕岗位分级与职业分类标准的关系
   1〕是特殊性与一般性的关系；
   2〕职业分类对岗位分类起着指导和标准作用；
   3〕岗位分类为职业分类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有益的补充。
〔二〕岗位分级与岗位分类
1〕是工商企业和国家政府机关对同一个概念的不同称谓；
2〕岗位分类适用于国家政府机关，岗位分级适用与企事业单位；
3〕岗位分类作为一种人事制度，具有强制性；岗位分级具有参考性，不具
有强制性；

4〕岗位分类难度大；岗位分级相对难度小。
〔三〕岗位分级与品位分类
1〕分类标准不同：岗位分类以事为标准；品位分类以人为标准。
2〕分类依据不同：岗位分类对事不对人；品位分类对人不对事。
3〕适用范围不同：岗位分类适用于易量化、固定的岗位；品位分类适用于
不易量化、变化的岗位。



工作岗位横向分类的原那么

• 岗位分类层次宜少不宜多。

• 生产人员根据企业劳动分工与协作的特
点；管理人员依据具体的职能。

• 大类、小类的数目多少与粗细程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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