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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贴是指补偿职工在特殊条件下的

劳动消耗及生活费额外支出的工资补充

形式。常见的包括地区津贴、高温津贴等；

此外，生活费补贴、价格补贴也属于津贴。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胡仙芝告诉记者，长

期以来，我国事业单位工资标准都是比照公务

员工资标准建立起来的。 在 1993 年机关事业

单位工资制度改革前，事业单位人员和机关公

务员一直采用的是统一的工资标准。这种情况

一直持续到 2006 年的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

从 2006 年 7 月 1 日， 我国公务员开始实

行新的工资制度；同月，事业单位的工资制度

改革也开始酝酿，并提出了涉及全国 120 多万

个事业单位的工资制度改革的总体目标：建立

符合事业单位特点、体现岗位绩效和分级分类

管理的收入分配制度， 完善工资正常调整机

制，健全宏观调控机制。

这是“绩效”二字第一次出现在事业单位

改革的框架中。

但是， 绩效工资从提出到实施已经 5 年，

还远远没有达到全国范围内的真正意义上的

绩效工资改革。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 尽管我国在 2006 年

就提出了“绩效工资” 的概念， 近些年来很

多事业单位在工资制度方面也都进行了一些

改革， 增加了一点激励因素， 但主要还是针

对传统的工资制度间接地进行了一些调整，

并没有从根本上以工资的绩效制度来调动人

员的积极性， 人们在事业单位所作出的贡献

以及工作质量， 与工资水平之间并没有直接

挂钩。 这些改革与规范化的绩效工资的距离

还相差很远。

在诸多因素中， “混乱的事业单位津补

贴” 成为这项改革不能真正得以推进的障碍

之一。

目前， 我国事业单位的津补贴从住房、交

通，到饭补、降温费、过节费等，五花八门，“有

些省份，事业单位的津补贴基本都在 250 项到

300 项之间，发到每个人的津补贴也有十几二

十项，复杂的工资单连本人都看不明白。自收、

自建、自发津补贴的现象比公务员乱多了。 ”一

位业内人士说。

当“绩效”与“激励”结合，就意味着过去带

有平均主义色彩的“津补贴”将一去不复返。

吴江院长对绩效工资的解释更为通俗 ，

“现在的绩效工资在过去就叫津补贴，饭补、降

温补贴等各种补贴人人有份； 变成绩效之后，

就要‘论功行赏’，不再是通过津补贴之类来体

现工资待遇。 ”

实施绩效工资的前提就是要清理规范混

乱的津补贴。

然而，清理规范津补贴的难度之大出乎很

多人的想象，尤其是对那些有能力自创、自建、

自发的事业单位，规范起来难度更大，“老百姓

已经装到口袋里的钱，现在让他拿出来，就很

不高兴。高的不愿拿出来，低的都想规范上去。

绩效工资实施得快与慢其实是和规范程度直

接相关的，没有规范就快不了。 ”

两卫（公共卫生、公共医疗单位）和高等院

校是事业单位改革“三步走”中的第二步和第

三步，同时也是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中难啃

的硬骨头。

相比义务教育学校，高校规范起来难度更

大。据悉，由于高校的很多项目是市场行为，不

完全是准公益，政府财政不可能全包下来。 最

明显的市场行为就是“办班”。目前几乎每个高

校的院系都办有各种各样的培训班、 进修班，

以增加收入来源。“办班” 俨然成为高校推出

“激励”措施的重要手段。

相关人士告诉记者，目前，大学各个学院

的激励设计也很不一样，大学教授的工资中除

了国家财政拨付的基础工资之外，激励工资分

为三部分：学校给付的校级激励工资（其实是

岗位津贴，完全跟职称相关联，严格意义上没

有激励）；学院给付的学院级激励工资；系里给

付的激励工资；而学院和系里的激励来源主要

是“办班”。

目前， 我国事业单位实行的绩效工资是

“大保障、小激励”，目的是让每个人都得到“激

励”。 一般来说，保障和激励的比重有 7

∶

3 和

6

∶

4 两种。 义务教育学校是 7

∶

3，统一拿 7，

差别拿 3；两卫 (公共卫生、公共医疗单位 )是 6

∶

4，统一拿 6，差别拿 4。 即便如此，仍然众口

难调，有很多意见。

“乡镇卫生院的清洁工和医生，在保障部

分的 6 是一样的，1000 元都拿 600 元， 剩下的

绩效差别用 400 元来体现。 如果清洁工拿了

100 元，医生拿 300 元。 两者的工资差别可能

就是 700 元和 900 元，只差 200 元。 这样医生

就很不满意， 本来一个礼拜能做七天手术，总

会找借口只做两天手术， 这会带来一系列问

题。 ”吴江说。

上述难题在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

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看来，既有思想认识上

的阻力，也有操作上的难度。他告诉记者，事业

单位要实施绩效工资，前提是规范创收，根本

是建立健全绩效考核制度。要合理地拉开绩效

工资差距， 体现出公益性服务质量的高低、数

量的多少，当务之急是要确定好公益性绩效考

核指标和标准并进行考核，“没有科学的绩效

考核指标和考核标准是无法正确分配绩效工

资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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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补贴种类繁多成改革障碍 只有几个边远省份完成了改革

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新政或近期出台

目前我国的绩效考核并没有系统、成

熟的经验，尽管已经有许多企业和一些事

业单位都建立了按绩效考核结果兑现绩

效工资，但仍没有统一的模式可以借鉴。

一份来自重庆东部一个国家级扶贫

县某人民医院下属分院制定的绩效考核

标准办法， 堪称事业单位绩效考核的样

本。

这份名为《某县某镇中心卫生院职工

奖惩条例（试行）》文件中，奖励条款共 19

条。 在奖励条款中，几乎每项奖励都有具

体项目和奖励金额，最低奖励 10 元，最高

的是科技成果奖，奖金达到 2 万元。

处罚条款共分为“违反国家有关法

律、 法规的处罚”、“违反劳动人事纪律的

处罚 ”、“违反职业道德及精神文明的处

罚”、“处方质量缺陷的处罚”等十大类，共

90 条。

这份考核办法在中国人事科学研究

院院长吴江看来，是一份符合实际的考核

办法，“怎么考核院长， 怎么考核员工；每

个人一天干多少活，干什么活，质量标准

是什么，根据这个标准，兑现多少钱。名堂

多得很，办法也多得很，而且创造了很多

好办法。 考核办法出台后，员工都没有意

见，因为它符合实际。 ”

据了解， 目前绩效工资的考核标准，

相关部委也在制定当中，但给人的感觉依

然是“脱离实际”。 有学者直言，基层的实

际状况和相关部委的标准之间存在距离，

相关部委制定的一些标准到了基层根本

不适用，基层也不具备那些条件，根本无

法考核。“其实， 卫生部只需要出一个指

导意见， 具体确定绩效工资的标准和绩

效工资的差别 ， 让基层单位自己制定 。

基层单位领导要想把工作搞上去，有的是

考核办法。 ”一位知情专家说。

（据《中国经济周刊》）

2009 年， 一项被称为“绩效工资改

革”的新政，拉开了我国事业单位改革的

序幕。 这项事关 4000 万名事业单位职工

切身利益的重大改革，因牵涉面广，涉及

单位类型差异大， 牵涉利益分配人数众

多， 成为当前事业单位改革中争议最大

的敏感问题。 也正因如此，两年来，一直

在审慎推进当中。

近期，这项改革有望得到大力推进。

据了解，日前，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

院长吴江刚刚完成了一份受人社部委托

的、针对全国绩效工资改革的报告。 该报

告“直接针对某些省的绩效工资存在什

么样的问题，提出应该怎么做”。 这份报

告已经呈送人社部， 具体政策措施不久

或将出台。

只有几个边远省份

完成了改革

福利好、工资高、清闲、干多干少一

个样……一提到事业单位，不少人脑子

里就会浮现出这样的场景。 然而，这样

的“超国民待遇”将随着事业单位绩效

工资改革戛然而止。

吴江，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

长期从事公共管理和人事人才领域的

理论研究， 近年来承担了大量诸如《职

称制度改革研究》《机关事业单位工资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事业单位人事制

度改革》 等跟事业单位改革相关的中

央重大委托课题。

针对 2009 年国务院部署的绩效工

资“三步走”目前的进展情况，他告诉记

者，第一步，从 2009 年 1 月 1 日起先在

义务教育学校实施，解决中小学教师的

绩效工资。“目前大约解决了 1200 万人

工资改革。 ”

第二步， 配合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从 2009 年 10 月 1 日起，在专业公共卫

生机构和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实施；

“这部分目前也已经解决了两三百万

人。 第一步和第二步这两步下来，事业

单位的一半人已经基本实施了绩效工

资”。

第三步，从 2010 年 1 月 1 日起，在

其他事业单位实施。“实施第三步前先

解决离退休职工的津补贴问题。 各地正

在不同程度地进行当中，比如，从今年

的 1 月 1 日开始，中央统一发给离退休

人员津补贴。 这些津补贴有的是财政拿

钱，有的是单位自己拿钱。 现在，增加的

津补贴全国已经基本到位。 ”

据了解，目前仅有依靠转移支付的

几个边远省份完成了第三步改革。

“已经完成绩效工资改革的那几个

边远省份， 本身就没有多少津补贴，再

加上工资主要是财政转移支付， 因此，

绩效工资改革相对好做一些。 有些省份

刚开始，有些省份还在规范，大部分省

份还没有推开。 ”吴江告诉记者。

上述进展跟国家在推进事业单位

改革的工作方针甚为吻合。

6 月 2 日，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

长马凯在出席全国分类推进事业单位

改革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不同社会功

能、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事业单位的

改革要因地制宜，稳步推进。 条件成熟

的可率先改革，暂不具备条件的允许过

渡，不搞‘一刀切’。 ”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之所以提出

不在全国采取‘一刀切’，主要是因为第

三步绩效工资改革不是中央出钱。 ”

链接

多达 300 项的津补贴，规范很难

“激励”标准难确定

具体考核标准

应由基层单位制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