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政部关于加强和改进社会组织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 

民发〔2016〕10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各计划单列市民政局，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民政局： 

  薪酬是吸引人才、激励人才、留住人才的重要手段，也是社会组

织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保障。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大多数社会组织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建立了以岗

位为基础的薪酬管理制度。社会组织从业人员“五险一金”制度不断

推广，各类补充保险积极探索。但从总体上看，尚未形成与社会组织

从业人员相适应的薪酬管理体系。目前，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薪酬水平

总体偏低，缺乏激励，吸引力不足。正常的薪酬增长机制有待建立，

职业上升空间亟待拓宽。一些社会组织薪酬管理存在分配不公平、发

放不规范等问题，有的甚至还存在有法不依现象。薪酬问题已成为近

年来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反映最集中最突出的问题。根据党中央、国务

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以及薪酬改革的有关精神，为引导社会组织

合理确定从业人员薪酬水平，改进薪酬管理，建立健全薪酬水平正常

增长机制，以更加有力的举措建设一支与社会组织发展相适应的数量

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甘于奉献的专业人才队伍，现就加强和

改进社会组织薪酬管理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 

  加强和改进社会组织薪酬管理的总体要求是：紧紧围绕改革发展



这个大局，服务于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这个主题，以岗位绩效为导

向，以规范化为基础，以制度建设为重点，不断提高薪酬管理的科学

化水平，建立健全与社会组织发展相适应的薪酬管理体系。 

  加强和改进社会组织薪酬管理，要坚持以下原则：坚持注重效率

与维护公平相协调，使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既有平等参与机会又能充分

发挥自身潜力，不断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坚持激励与约束相统一，按

照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承担的责任和履职的差异，做到薪酬水平同责

任、风险和贡献相适应；坚持薪酬制度改革与相关改革配套进行，建

立健全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薪酬水平正常增长机制；坚持物质激励与精

神激励相结合，提倡奉献精神，充分调动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合理确定薪酬标准 

  社会组织对内部薪酬分配享有自主权，其从业人员主要实行岗位

绩效工资制，薪酬一般由基础工资、绩效工资、津贴和补贴等部分构

成。 

  基础工资是从业人员年度或月度的基本收入，主要根据社会组织

自身发展情况、所从事的业务领域和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综

合确定。 

  绩效工资应与个人业绩紧密挂钩，科学评价不同岗位从业人员的

贡献，合理拉开收入分配差距，切实做到收入能增能减和奖惩分明。

工资分配要向关键岗位和核心人才倾斜，对社会组织发展有突出贡献

的从业人员，要加大激励力度。 



  津贴和补贴是社会组织为了补偿从业人员额外的劳动消耗和因

其他特殊原因而支付的辅助工资，以及为了保证从业人员工资水平不

受物价影响支付的生活补助费用。 

  对市场化选聘和管理的社会组织负责人、引进的急需紧缺人才，

结合社会组织发展实际，其薪酬水平可由双方协商确定。 

  三、及时足额兑现薪酬 

  基础工资、绩效工资、津贴和补贴应列入社会组织管理成本，其

中绩效工资根据考核结果及社会组织自身发展情况，可按月度、季度、

半年分期兑现或年底集中兑现。薪酬应当以法定货币支付，不得以实

物及有价证券替代货币支付。鼓励支付方式电子化。 

  从业人员依法享受年休假、探亲假、婚假及丧假，期间社会组织

应按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薪酬。 

  四、着力规范薪酬管理 

  社会组织应建立薪酬管理制度，并将其纳入会员（代表）大会或

理事会决策事项中，一经确定，应由社会组织在适当范围内予以公布，

接受民主监督。应根据薪酬管理制度编制工资总额预算，并严格按工

资总额预算执行，不得超提、超发薪酬。 

  社会组织应建立工资台账，支付工资时应提供工资清单。工资台

账须至少保存两年。 

  退（离）休领导干部在社会组织兼职期间，其薪酬问题按照《中

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退（离）休领导干部在社会团体兼职问题的通

知》（中组发〔2014〕11 号）规定执行。 



  五、逐步建立薪酬水平正常增长机制 

  社会组织应根据所处业务领域的整体薪酬水平，参考住所地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发布的工资指导价位和工资指导线，以及行业薪酬

调查报告发布的劳动力市场指导价位，就工资收入水平和调整幅度等

事项，与从业人员进行平等协商，并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工资协

议，确保从业人员薪酬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与劳动生产率提

高相适应。 

  六、不断完善社保公积金缴存机制 

  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有条件的社

会组织可建立企业年金及其他补充保险。 

  社会组织应依法为从业人员缴存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社会保

险和住房公积金应由个人承担的部分，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应由用

人单位承担的部分，应及时申报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费基

数按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七、切实加强薪酬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 

  各级登记管理机关要高度重视，切实引导和督促社会组织做好薪

酬管理工作，将其作为加强社会组织内部管理和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

举措，列入日常管理的重要日程。 

  社会组织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切实履行职责，加强制度建设，

严格按预算支出经费。要加强对财务人员的管理，提高财务人员工作

能力，依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要求，建立规范的财务管理制度，

使资金和资源得到有效合理利用。要挖掘潜力，拓宽合法收入来源，



不断提高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薪酬水平。要大力弘扬奉献精神，建立

健全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荣誉激励机制，进一步激发社会组织从业人员

的工作热情。鼓励社会力量捐助社会组织人工成本。 

  各级民政部门要结合实际，重点指导本级社会组织做好薪酬管理

和服务工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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