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工资水平（ P320-322）
工资水平是指企业一定时期内所有员工的平均工资。它是由

企业的工资总额与员工的总人数决定的，其计算 是：工

资水平＝工资总额／企业平均人数

工资水平的影响因素为：

1. 企业外部影响因素

（1）市场因素，包括：
①商品市场。企业在商品市场上采取的竞争策略会影响企业

的工资水平。

② 力市场。这主要有两个方面： 力市场的平均工资

水平和竞争对手的工资水平。



2 生活费用和物价水平。
3地域的影响。一般企业在确定其工资水平时，都应该

对本地区的工资水平 ，以便对相关的工资环境

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4 的 。

2. 企业 影响因素
1企业自身特征对工资水平的影响。企业的特征主要包

括企业所属的行业、企业的规模、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

等。

2 企业决策层的工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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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企业工资水平的外部因素包括（ ）。

A. 市场因素 B. 所属行业

C. 生活费用 D. 企业规模 E. 物价水平

答案：ACE



（二）工资结构及其类型（ P322-323）

1. 工资结构

工资结构指员工工资的各构成项目及各自所占的比例。



2. 工资结构类型

（1）以绩效为导向的工资结构（绩效工资制）
以绩效为导向的工资结构，其特点是员工的工资主要根据其

近期 绩效来决定。

以绩效为导向的工资结构，其显著优点是激励效果好，但也 

存在一定的缺陷：使员工只重视眼前效益，不重视长期发展，

没有学习新知识、技能的动力；只重视自己绩效，不重视与 

人合作、交流。以绩效为导向的工资结构比较适用于以下类 

型的企业或部门：工作任务饱满，有超负荷工作的必要；绩 

效能够自我控制，员工可以通过 努力改变绩效等。



（2）以工作为导向的工资结构（岗位工资制）、
以工作为导向的工资结构，其特点是员工的工资主要根

据其所担任的职务（或岗位）的重要程度、任职要求的

高低以及 环境对员工的影响等来决定。工资随着职

务（或岗位）的变化而变化，岗位工资制、职务工资制

等的工资结构都属于这种工资结构。

以工作为导向的工资结构有利于激发员工的工作热忱和

责任心，缺点是无法反映在同一职务（或岗位）上工作

的员工因技术、能力和责任心不同而引起的贡献差别。

以工作为导向的工资结构比较适用于各工作之间的责、

权、利明确的企业。



（3）以技能为导向的工资结构（技能工资制）
以技能为导向的工资结构，其特点是员工的工资主要根

据员工所具备的工作能力与潜力来确定。职能工资、能

力资格工资及我国过去工人实行的技术等级工资制度的

工资结构都属于这种工资结构。

以技能为导向的工资结构的优点是有利于激励员工提高

技术、能力。但也有不足，它忽略了工作绩效及能力的

实际发挥程度等因素，企业工资成本也比较高；而且适

用范围窄，只适用于技术复杂程度高、 熟练程度差

别大的企业，或者是处在艰难期，急需提高企业 能

力的企业。



（4）组合工资结构（组合工资制）

组合工资结构，其特点是将工资分解成几个组成部

分，分别依据绩效、技术和培训水平、职务（或岗

位）、 和工龄等因素确定工资额。组合工资结

构使员工在各个方面的 付出都有与之对应的工

资，员工只要在某一个因素上比别人出色，都能在

工资上反映出来。岗位技能工资、薪点工资制、岗

位效益工资等都属于这种工资结构。



各种工资制度结构比较表

绩效工资
制

与工龄
基本工资（20%）技术与培训水平

职务（岗位）价值
绩效（生产量、销售量） 绩效工资（80%）

岗位工资
制

与工龄 工龄工资及其他（11.1%）
技术与培训水平

岗位工资（86.9%）
职务（岗位）价值

绩效（生产量、销售量） 能力工资（2%）

技能工资
制

与工龄
技术等级工资（90%）

技术与培训水平
职务（或岗位）价值 职务津贴（5%）

绩效（生产量、销售量） 生产津贴（5%）

组合工资
制

与工龄 工龄工资（14%）
技术与培训水平 基础工资（33%）

职务（或岗位）价值 岗位工资（24%）
绩效（生产量、销售量） 奖金（29%）



组合工资结构的优点是全面考虑了员工对企业的

投入。在企业实际工资管理中，单纯采用以绩效

为导向的工资结构或者以工作为导向的工资结构

或者以能力为导向的工资结构的情况并不多，总

是把几种体系结合起来，扬长避短。因此，组合

工资结构适用于各种类型的企业。



（三）工资等级（ P323-324）

1. 工资等级
工资等级主要反映不同岗位之间在工资结构中的差别，它

以岗位评价和岗位分级的结果为依据，根据岗位评价得到

的每个岗位的最终点数，划分岗位等级，并使工资等级与

岗位等级一一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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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映不同岗位之间在工资结构中的差别。

B. 工资档次

D. 浮动幅度

A. 工资等级
C. 工资级差

答案：A





2.工资档次
可根据员工的能力、绩效等情况，将工资等级进一步细

分，即将同一工资等级划分成若干个档次。

3.工资级差
工资级差是指不同等级之间工资相差的幅度，即企业内

最高等级与最 级的工资比例关系以及其他各等级之

间的工资比例关系。

同等级中档次之间的工资差别反映了员工能力之间的差别

。在同一工资等级中，高档次之间的工资级差大一些，低

档次间的工资级差小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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