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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 人力资源管理

， 本篇记叙了武汉石化建厂以来劳动人事管理和职工教育培训方面的工作。建厂以来，工

厂不断深化劳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职工教育培训力度，强化人力资源管理，建立长效竞争

激励机制，实现用人育人二体化，不断适应改革需求，充分发挥了全厂职工在工厂改革和发

展中的作用。
’

一、劳动人事管理

武汉石化伴随着企业迅速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入，劳动人事管理经历了三个方面的转

变：由单一的工资管理到与劳动力市场价值结合的薪酬管理；由为使装置“开起来”组织工

人培训到形成用人、育人一体化的人力资源管理；由单纯的工资奖金分配体系到建立企业薪

酬与岗位激励相结合的新机制。 ．

(一)劳动人事管理机构沿革 、

1970年，武钢炼油厂建设指挥部和武汉石化工程建设指挥部均设有政工组，负责建厂

初期的人事管理工作。 一

1972年5月，两个建设指挥部合并后，设有“一室八组”，。即：办公室、政工组。计划

组、财务组、物资供应组、炼厂筹建组、化工筹建组、公用工程组、施工组。其中政工组下

设有组织干部组，计划组下设人事工资组。同年11月，炼油厂革委会成立，隶属指挥部领

导，两级机构都单独建制。指挥部设政治部，原政工组组干组升格为政治部干部科和组织科，

人事工资组升格为计划工程处劳动工资科：炼油厂也设置了干部科和劳动工资科，开展人事

调配和工资管理工作。

1973～1978年，人事管理部门除了职工工资的管理i发放外；主要是根据工厂需要配

备干部、组建班子、．招收工人并配合有关车间组织新工人学习培训，为开工投产做准备。当

时i全厂职工人数不多，设计、施工任务主要由外单位承担，干部调配和工人招收按上级拨

给指标进行，职工工资按级定额，固定单一。劈动人事管理的其他许多工作尚未开展。1978

年，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

方针，劳动人事部门配合工厂狠抓企业整顿，结合经济责任制进行奖金分配和现代化管理制

度的探索和改革。 ·

1980年9月，党委所设政治部撤销后，成立了党委组织部。除负责党的工作外，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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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干部的调配、管理、考察、培训、评议和选拔、聘用、任免工作。

1983年，鉴于全厂职工的人数的增多和劳动人事工作职能的增加，劳动工资科升格为

劳动人事处。设有干部管理、工人管理和劳动工资科。 一

1986年，随着《企业法》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的颁布，工厂

在转换经营机制，建立多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和劳动组织形式的同时，改革用人用工制度和

各项分配制度，劳动人事管理努力探索与实践劳动人事、分配制度等配套改革。

2000年4月，根据中国石化集团公司重组改制的要求和需要，劳动人事处成立了中石

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下称分公司)入力资源处及存续部分劳动人事处，实行“一
●

个机构两块牌子”，由劳动人事处的副处长兼任人力资源处副处长。

2004年，根据集团公司“机构整合”、“一厂一制”的要求，撤销了分公司人力资源处，

其工作业务仍归并到劳动人事处。

2006年，劳动人事处下设干部管理科、工资管理科、劳动管理科等职能科室，配备工

作人员19人。主要职责是：按照。中国石化总公司的总体部署，减员增效，改制分流，调整

产业结构、组织结构；改革人事制度、用工制度、分配制度；稳定骨干、优化队伍、提高效

益，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劳动用工、薪酬分配和人事管理体制。

(二)人事和薪酬管理、社会保障历史沿革

1．企业整顿时期(1971～1985年)一 ’

建厂初期，武汉石化建设指挥部设有干部科和劳动工资科负责人事管理。主要负责干

部和工人的招收及调配。职工工资按级定额，固定单一，很少调整。劳动工资科除了职工工

资的管理、发放外，还主要是配合有关部门安排新工人赴外厂学习培训，为开工投产做准备。

当时，全厂职工人数不多，设计、施工任务主要由外单位承担：劳动人事管理的其他许多工

作，如定额管理等尚未开展。 ．

1979年5月，经武汉市劳动局批准，工厂正式实行奖励(金)制度，设综合奖。奖金

额按标准工资总额的13％提取，另加企业留成中使用一部分。工厂制定了“百分计奖”、“五

保五定”奖金分配方案，并在检修等部分车间试行。奖金分配虽采取评定方式，但基本上是

平均分配。全年共发放奖金226 600元；人均64．68元／年。

为了使奖金进一步起到促进生产的作用，1980年起综合奖按生产技术指标考核，采取

百分法，实行记分算奖。同年2月，根据财政部、国家劳动总局、国家物资总局关于国营工

业、交通企业，试行特定燃料、原材料节约奖励办法，实行节约奖。全年共发放奖金918 918

元(其中综合奖565 608元，节约奖353 310元)，人均254．90元／年。实行奖励制度后，对调

动职工的积极性、促进生产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职工群众比较关心厂里的生产和车间任

务的完成，出勤率也有很大提高。但由于缺少考核方法，在奖金分配中仍存在一些问题。比

如工厂对车间虽有考核指标，而大部分车间对班组、对个人却没有考核手段，·特别是没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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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挂钩，基本上是出勤就有奖金，尤其在科室里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吃“大锅饭”的现象。

1981年，为了进一步改变吃“大锅饭”的现象，厂二届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了推行

经济责任制的决定。即针对头年存在的问题，在指标考核百分计奖的基础上，对考核内容进

行了补充和完善，采取“五定五保”的奖励办法，即由厂部将国家下达的计划和各项经济技

术指标分解下达到车间，再由车间分解下达到班组，班组落实到个人，将指标完成情况与奖

金挂钩，把责、权、利捆在一起，要求个人保班组、班组保车间、车间保全厂的任务完成或

超额完成，使奖金调动生产积极性的作用有了很好的发挥，“大锅饭”现象有了比较好的克

服。当年，全年共发奖金1 210 640元(其中综合奖占55．5％，节能奖占43．7％，劳动竞赛奖

占0．74％)，人均316．34元。这年，全厂职工总数已达3 859人(其中女职工1 489人)。另有

性质为集体所有制(大集体)的向阳加工厂职工430人。职工构成比例是：工人占65％(平

均技术级别为2．6级)；工程技术人员占5．3％；管理人员占12．％，服务人员占。15．％，其他

人员占2．7％，显然，技术力量十分薄弱。同年2月，工厂首次评定技术职称，239．人获得

职称。
‘

1982年，工厂把推行经济责任制作为企业全面整顿的突破口。在常压、锅炉、排水等

车间和运输大队进行试点的基础上，制定了全厂全面推行经济责任制的办法，5月，以武汉

石化党字(1982)第7号文下发了《关于在我厂全面推行经济责任制的意见》。7月，又以

石厂字(1982)第27号文，对执行过程中有关指标加分、定员、干部奖励系数、全厂扣奖

办法、坚持原则、严格考核等问题作了补充规定。该年发放奖金119 4045元，其中综合(生

产)奖566 453元；节能奖614 623元，竞赛奖12 969元。全厂职工4 300人，人均277．68

元／年。同年，工厂调整了lo个基层领导班子，加大了技术人员在二级领导班子中的比例。

在66名车间干部中，技术人员占45．5％；主要科室领导中，技术干部占68．2％。同年，对

厂级领导班子进行调整，通过民主选举，厂级班子由10人减为6人，平均年龄由50．8岁降

到46岁，5名副厂长都有技术职称，其中高级工程师1人。工厂建立健全了以岗位责任制

为中心的各项规章制度和经济责任制，形成了以班组核算为基础的三级核算体系，加强了定

额管理，单位定额面达100％，工种定额面达94．7％，人员定额面达89％；对岗位工人开始

进行应知应会考核，考核合格才能上岗。

1983年，武汉石化进一步完善经济责任制，着重在科室推行专业经济责任制，解决科

室人员“坐”吃大锅饭问题。当年发放奖金1 488 450元，其中综合奖588 094元：节能奖

875 656元，竞赛奖24 700元。年均人数为4 452人，年人平奖金为334．33元。

1984年，开展“工作标准上法规”工作，全厂1821个岗位制定工作标准52 031条，使
：

每个人的工作既可进行量化，又能进行质的评价。同时开始试行各种形式的经济承包责任制。

当年发放奖金1 878 904元，其中综合奖970 904元，节能奖880 000元，竞赛奖28 000元。

年均人数为4 685人，年平奖金为401．0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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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85年，全厂职工有4 390人。其中，‘技术人员429人，。由1981年占职工总数的

5．3％，上升到9．8％，工人平均技术等级由1981年的2．6级上升到5级。，

这一时期，全员劳动生产率受原油加工量的影响较大。按设计能力，常减压装置每年可

加工原油250万吨，但由于原油供应不足，装置实际加工仅60万吨左右，限制了总产值的

进一步提高。1981年是试车投产后取得最好经济效益的一年，因原油加工量比1980年少10

万吨，全员劳动生产率反比1980年高。由于国家压缩基建的政策，原油加工量和生产装置

都不可能有大的增加：因此，提高全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途径是对现有的装置、设备进行节

能改造，同时提高职工技术和管理水平，保证安全生产，并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合理使用

奖金，摸索试行定额管理，降低成本，提高综合商品收率，以实现最好的经济效益。尽管工

厂人员已超编，但按照当时国家政策，仍需安排职工子女就业。

2．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时期(1986"---"1995年)

1986年，武汉石化定员4 995人，实际在册人数为4 386人。设管理机构26个，有管

理人员347人。工厂进一步落实经济责任制，实行考核浮动工资实施细则。对1980年12

月前参加工作的人员实行浮动奖，奖额为本人标准工资一级级差的．60％；1981年以后参加

工作的，按50％择优。各级领导干部，标准工资低于职务最低工资等级线一级差以上者，

可上升一级级差。同年4月，对四班三运转的生产工人实行浮动升半级技能工资优惠政策；

同时实行倒班工龄津贴，倒班工龄以1978年试生产开始计算，并于每年1月调整倒班工龄

津贴。从7月1日开始，对直接从事生产一线三班倒岗位的职工实行上岗浮动奖，下岗无奖。

一、二类岗标准每月5元，三、四类每月3元。工厂根据中国石化(1986)人企字355号《关

于从工人中选拔聘用干部的暂行规定》的通知精神，严格按照干部定编原则和干部聘用条件，

从优秀工人中聘用干部284名，并按相应的选拔程序和条件，．提拔任用中层领导干部171

名，其中副科级94名，正科级58名，副处级14名，正处级5名。

1987年，工厂颁发《关于贯彻执行结合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j‘改进企业内部工资分配

的方案》的实施细则．。职工按规定浮动一级或半级基础工资，冲年专业技术骨干可升半级或

一级基础工资。适当解决领导于部职级不符的工资问题，差半级升半级、差一级以上者晋

升一级工资，适当调整职务、岗位、技能工资；并对享受浮动工资人员进行考核，合格者予

以固定，不合格者予以取消。，从7月16日开始实行“上岗倒班津贴”’合并使用。

1988‘年，武汉石化贯彻执行《中国石化1988年工效挂钩增长的效益工资使用意见》的

实施细则，将原有的浮动工资考核固定，再浮动升一级基础工资，择优升半级基础工资。1

月15日，工厂开始执行石厂字(1988)87号文，对坚持从事八小时倒班职工实行优惠待遇。

即对连续在四班三倒的岗位工作满lOj年以上的，每年年终发给倒班荣誉奖40元；15年以

上，奖50元：20年以上，奖60元；25年以上j奖80元。凡倒班人员上夜班满勤者，年终

发给夜班全勤奖70元；全年夜班因病、因事缺勤1天者，年终发给30元；．累计缺勤两天或

53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两天以上者，不能享受夜班全勤奖。同时，对夜班倒班工人，在凌晨3时至5时免费供应早

餐，凭证发放，标准0．7元／人餐；并增开“三班倒工作车”，隔天开一次“倒班工人休假车”，

凡住在生活区的倒班工人每月享受4张免费车票。工厂从1979年试生产至1988年12月止，

有316人倒班达10年，厂领导为其颁发了荣誉证书及奖金。同年3月，工厂下发《关于聘

任工人技师试点工作的通知》，在焊工、电工、仪表工、钳工4个工种进行考评工人技师试

点。首批评审工人技师6人。

1989年，武汉石化继续贯彻执行《中国石化1988年工效挂钩增长的效益工资使用安

排意见》的实施细则，除将原有浮动工资考核固定外，浮动升半级工资并适当提高基础工

资标准，将基础工资占标准工资比例由60％提高到65％_。同时调整职务、岗位、技能工资。

技能、职务工资提高3元，岗位工资提高5元j 同年，工厂调整内部浮动工资，实行职务

工资调整一个档次，技术工资调整二个档次i岗位工资标准调整，提高5元，并从9月15

日开始，对在生产一线倒班的工程技术人员实行倒班津贴。大中专毕业生见习期满定级后；，

仍在生产一线倒班岗位继续倒班的，每人每月发给上岗津贴4元，离开倒班岗位后取消。工

厂根据中国石化《关于领导干部定期考核工作的暂行办法》，开始正式由组织部、劳人处、

监察室三个单位组成的联合考核小组对工厂二级领导班子进行日常考察。

1990年，工厂落实《中国石化1990年效益工资的使用意见》的实施细则。调整基础工

资比例，按标准工资的比例的65％计算，调整至按70％计算；调整职务、岗位、技能工资

标准：浮动升半级基础工资，择优升半级基础工资。 ，·

1991年，工厂贯彻《中国石化1991年效益工资的使用意见》实施细则，．调整基础工

资标准；对原有的浮动工资考核后予以固定(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固定，待半年后再考核，如

仍不合格，予以取消)；同时进行新的浮动升级，升半级基础工资。工厂制定了《节能奖实

施办法》、《离、退休老干部问题的暂行规定》、《关于判刑缓刑期间生活待遇的规定》、《工人

代干满20年按干部退休规定》；下发了《武汉石化劳动鉴定暂行办法的通知》。工厂上报的

《关于武汉石化申请划为大型一类企业的请示》，得到中国石化批准。

1992年，武汉石化定员4 819人(实际在册人数5 580人)，设管理机构25个，管理人

员458人。厂部颁发并执行《关于贯彻鄂劳薪(1990)168号文和鄂劳函(1992)203号文的实施

细则》，制定了《关于实行内部浮动升级若干问题的规定》并升一级基础工资；根据《一九

九二年效益工资使用意见》，升半级基础工资。工厂制定了《武汉石化岗位技能工资试行方

案》，进行了技能工资转换，建立了岗位类别，开始试行岗位测评；制定了《关于调动职工

和新参加工作的职工工资问题的处理办法》、《关于按工龄享受休假待遇的实施办法》，对满

5年不满10年工龄的休假5天，满10年不满15年工龄的休假7天j满15年不满20年工

龄的休假10天，20年以上工龄的休假14天。从当年7月30日起，以《关于职工内退问题

的处理意见》作为工厂办理内退手续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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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5月，武汉市体改委同意工厂筹建“武汉凤凰(石化)股份有限公司”。8月8

日正式成立。10月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11月，厂部成立了74个股票交易岗，以缓解

炒股对安全生产的影响(后在上级干预下，于1994年5月1日撤除)。12月，工厂与香港富

华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合资兴办汉华石油化工公司，为工厂建2万吨／年MTBE装置(该装置

1994年7月建成投产，公司1996年4月撤销)。9月，国务院批准工厂为国家大型(I)企

业。

1992～1996年，工厂有6名专家享受政府特别津贴，有9人被评为中国石化有突出贡

献的专家。

1993年，工厂制定了《关于调整岗位技能工资标准的实施细则》，调整技能工资标准、

岗位工资标准、岗位工资为一岗两档，并根据1993年效益工资使用意见，晋升两级技能工

资。下发了《关于严格考勤制度，杜绝考勤弄虚作假问题的通知》和《职工食堂转换经营机

制后对职工实行餐贴办法的通知》，按照餐贴办法，将对职工实行每一个工作日3元、每月

75元餐贴。同年，工厂下发《关于成立厂劳动鉴定委员会及开展伤残鉴定的通知》。

1993～1995年，工厂根据中国石化的要求，培养跨世纪人才6人，学业完成的5人，

选送中石油科学院攻读研究生3人。

1994年，武汉石化制定《武汉石化调整工资方案》，决定提高岗位工资标准，将每类岗

位工资标准由二档变为三档；晋升一级技能工资，最多可晋升二级，适当提高技能工资标准，

并建立基础工资单元，冲销水电等补贴34元，基础工资单元为74元／人。制定了《关于执

行厂内浮动工龄工资的通知》，工龄工资由每年1元调为2元。制定了《关于执行新工时制

度有关问题的规定》，规定上中班3元／天，值班4元／天，夜班5元／天，并规定了加班工资

标准；后又下发石厂企字(1994)24号文作了补充规定：

1994年1月，武汉石化作为武汉市第一家养老保险试点单位，率先参加武汉市社会养

老保险统筹。缴费比例个人为上年工资总数的2％，单位为本年度全厂工资总额的21．5％。

9月28日，厂部下发《武汉石化补充养老保险试行办法》，对年提缴比例、资金来源、个人

缴费比例、个人账户及基金管理等作了具体规定。同年下发了《关于实行全厂职工个人收入

所得税代扣缴的通知》和《关于返聘离、退休人员的有关规定》。一．

1995年1月，社会养老保险缴费比例调整为个人3％，单位26％。同时，建立了企业

补充养老保险，按工资总额12．5％的比例计提补充养老保险费。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个人缴纳

部分开始从工资中代扣，扣缴比例为基本工资(即工资前三项)的2％。4月，社会养老保险

个人缴纳部分开始从工资中代扣，扣缴比例为工资总数的3％。9月12日，下发《武汉石化

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实施办法(试行)》和《武汉石化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试行办法的补充规定》。

9月25日，作为武汉市第一家试点单位举行了《职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手册》首发仪式。

从1998年7月开始将在岗职工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改为在商业保险公司投保的还本式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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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离退休职工和内退职工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仍由企业按期足额发放，建立了多层次＼

多渠道的养老保险体系。

1995年，根据中国石化的部署和《劳动法》的规定，工厂在全厂范围内，实行了全员

劳动合同制。10月25日与5 819人签订了劳动合同。自此，职工的招录、辞退等都要按《劳

动法》规定，及时到劳动行政部门进行签证。

厂部制定了《1995年调整工资工作的实施细则》，适当提高现行岗位工资标准和技能工
、 ， ‘

资，基础工资由现行74元调整到100元；在考核的基础上晋升一级技能工资，浮动技能工

资随技能工资一起提高标准和调整级差。

3．企业重组改制、优化产业结构时期(1996～2006年)
’

随着改革的深入，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工厂劳动工资管

理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实现了由过去单一的劳动工资管理向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转变。

这一时期，承担武汉石化人力资源管理的职能部门是劳动人事处。其主要职责为：负责

严格执行国家、中国石化有关劳动、人事管理方面的政策、法规韶：制度；负责职工工资、奖

金及各种津贴的分配和管理；，负责劳动纪律管理与检查、奖惩；负责干部和工人的管理、招

聘、考核、调配及劳动合同管理；负责规划职工培训需求，并与厂教育培训中心一起，做好

人力资源的开发工作；负责对外联系及毕业生、转业干部、退伍军入的接收及分配以及工资、

干部年报、季报、月报和劳动力及工资计划的管理，并统一建立人事工资数据库及微机的日

常维护和管理。劳动人事处下设干部管理科、技术干部管理科、工资管理科、劳动管理科等

四个职能科室，。配备工作人员19人。

1996年，工厂定员4 550人(实际在册人数5 834人)，专业技术人员l 574人，其中，高

级147人(占9．4％)，中级575人(占36：6％)，初级798人(占51％)，设管理机构25个，管

理人员509人。

工厂制定了(1996年调整工资工作的实施细则》，提高现行岗位工资标准，适时提高技

能工资，逢单月按约10～30元增加考核浮动奖，在工资单中单列。

1997年，中国石化下达减员增效硬指标，全厂清退临时用工303人，厂技校停止招生。

1998年，根据中国石化要求，将“以产定人、减员增效”作为工厂扭亏解困的一项重

要措施，先后制定了减员的一系列文件。上半年按中国石化新的定员标准，完成全厂定员定
●

编工作，并按新定员“白皮书”，下达各单位奖金额度指标；同时建立健全下岗职工生活保

障和再就业服务体系，鼓励职工自觉执行减员增效办法；同年，继续清退临时工，原则上不

再返聘退休人员。同年，工厂提出“五个一批”优秀人才培养工程规划1(即一批优秀管理干

部、一批优秀专业技术人才、一批优秀经营人才、一批优秀技师和高级工、一批优秀班组长)，
^

加大人才培养力度，选送优秀职工外出深造、学习培训，实施领导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公开

选拔、轮岗交流，把人才培养与服务中心任务紧密结合在2起。5月·22日，厂首届管理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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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持证上岗培训班开班。53名中层管理干部参加培训学习后，经中国石化组织的统考，取
，

得上岗证，持证上岗。推行管理干部持证上岗，是干部人事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6月1日，

工厂首次实施医疗制度改革方案。这次改革的主要精神与思路是：．工厂出大头，个人出零头，
． ．?：

建立个人账户；进行医疗统筹，按照年龄层次确保基本医疗。6月1日前，厂部下发了《武

汉石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办法》，并给每个职工颁发了医疗账户卡。
十

1999年，根据中国石化(99)人字682号文件精神，工厂进一步调整工资结构：

2000·年，根据中国石化的重组改制的要求，对机构进行了调整。。其中新成立了武汉分

公司(下称分公司)人力资源处。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与存续部分劳动人事处采取一个机构两
，

块牌子的做法，由存续部分劳动人事处的副处长兼任分公司人力资源处副处长，分管处内业

务，．工作业务委托给存续部分劳动人事处处理。 ?

2001年，工厂改革人事制度，在全厂公开招聘安全环保处综合管理科科长和重油、聚

丙烯二车间副主任以及重整加氢车间管理人员。

2002年8月26日，为了贯彻执行《武汉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办法》，工厂以石厂

字(2002)88号文下发了武汉石化关于实行《武汉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办法》：有关配

套改革实施办法j 9月1‘日，工厂率先参加了武汉市基本医疗保险，按个人2％、单位8％-

比例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

2003年1月起，为适应中国石化重组改制后法人代表的变更情况；进一步规范劳动合

同管理，保护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武汉石化职工分别与所在单位法人代表改签或

续签劳动合同，3月中旬，武汉市劳动局对合同进行了鉴证。6月17日，工厂以石厂字(2003')

58号文，下发了企业补充医疗保险的原则性方案，确定了厂补充医疗保险采取投商业保险

的运行模式，保险费控制在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的3％～4％内，从7月1·日开始实行。同

年底，厂工会制定了职工重大疾病住院互助医疗保险实施办法，职工根据自愿原则参保，保

费为50元／年，最高保额3万元。8月，完成交运公司改制分流试点工作。交运公司全体职

工于当月22日与工厂协议解除劳动合同(其中全民职工70人，集体职工21人)，在产权变

化的同时，置换了职工身份，职工用协议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补助金全部购买国有资产，成

为新公司的股东。交运公司当天正式挂牌按新机制运行。与此同时，厂长邬昆华在厂第12
●

届2次职代会上提出按总部统一部署和安排完成中国凤凰的整合工作，做好科研机构撤并过
●

程中的专业整合人员分流工作的要求。 ．．

为了实施“五个·批”人才工程规划，武汉石化努力建立人才工程“需求预测、培训培

养、选拔使用、考核竞争、激励约束”的五大机制。在分配制度改革的基础上，进j步完善

人才激励机制，制定了对有突出贡献技术骨干的．“特岗特薪”制度。2003。2004年，厂部
一

’

对50名特殊人才实行了特薪。 ，： ‘． 一

2004年，根据中国石化机构整合、一厂一制的要求，．除武汉分公司财务处保留外，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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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分公司的处室和存续公司的处室进行了机构和职能合并。

同年3月，为了建立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劳动工资管理体系，使薪酬制度改革能顺利进

行，工厂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和工资研究所对全厂各岗位的岗位测评，

编制了《岗位说明书》，按薪点对不同岗位进行科学分类，这是薪酬制度改革的第一步。与

此同时，完成了对全厂518个管理和专业技术岗位以及312个操作岗位的测评和排序和全厂

二级单位岗位绩效奖金总额考核分配、二级单位负责人绩效奖金考核分配以及普通职工岗位

绩效奖金考核分配3个方案的设计。在2005年年初兑现2004年年终效益奖的时候，将二级

单位负责人绩效奖金考核分配方案和普通职工岗位绩效奖金考核分配方案设计的部分绩效

考核办法用于实践，进行了一次具体操作的尝试。

同年7月1日，改制了的绿色公司、永安公司职工与工厂解除劳动合同，公司人员得到

妥善安置。职工医院9月1日正式挂牌按新机制运行，职工与工厂解除了劳动合同。10月，

厂子弟学校、派出所共55名职工，正式移交地方。

根据中国石化《关于做好中层管理人员精简分流工作的指导意见》，劳动人事处、组织

部进行广泛调研，反复征求基层单位意见，制定了《武汉石化精简分流中层管理人员实施方．

案》和《关于领导人员退居二线的管理规定》；同时提出了干部三年任职期限，并对干部辞

职、‘免职制定了离岗培训、转聘岗位j参加改制分流、退二线等较为妥善的安置方案，取得

了处室中层干部减少25％的效果。

2004年6月，厂首次技能鉴定工作完成：参加首次鉴定的有来自催化、常压、焦化等

18个单位21个工种的425人，高级工鉴定合格率为30．8％。129名技术工人拿到了高级工、

证，117人拿到了中级工证。

同年7月，对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的缴费基数和缴费比例进行调整：缴费

基数调整为职工本人2003年度月均工资，岗位津贴进入缴费基数；养老保险个人缴费比例
。

从6％提高到7％，单位缴费比例从23％降低为22％。医疗保险缴费比例不变。

2005年，武汉石化进一步深化劳动、人事、用工制度改革，继续推进改制分流、减员

增效。按照中国石化有关压扁管理层，精简机构的要求，下发了《关于调整部分处室管理职

责的通知》，对机动处等9个职能处室的管理职能进行了调整。在加快落实工厂精简中层管

理人员方案的同时，严格执行干部退二线制度(男55周岁，女50周岁)，不断强化和完善

竞争机制，严格竞争上岗办法，从处级干部开始实行全员竞争上岗。
‘

同年，工厂积极开展绩效考核工作，运用岗位测评结果，围绕《岗位说明书》制定工作

考核标准，进一步完善绩效考评工作方案，下发了《武汉石化职工绩效考核实施意见》[石

厂字(2005)45号1，组织实施绩效考评工作专题讨论，．推进绩效考核。’绩效考核办法以量化

指标、规范操作为重点，力求在绩效与奖励挂钩兑现和考核日常化等方面突破现有模式，使

绩效考评工作方案更具可操作性和持续性。是年，先以供水、重油、常压、机动处四个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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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试点，进而工厂全面试行绩效考核，为深化薪酬制度改革打下基础。7月初，全厂40多

个单位顺利完成考核评分。厂部在边充实完善方案边执行的同时，实施分配制度改革；运用

岗位测评的结果，测算分配制度改革方案，提交厂第十二届第三十一次职工代表团(组)长联

席扩大会议审议通过。9月11日，颁发了((2005年深化内部分配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石厂

字[2005176号)。虽然改革过程中职工有不少的情绪或想法，但通过做工作，9月27日兑现。

年底，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考核方案。考核方案力求客观公平，反映工作实绩，达。

到真正调动职工积极性的目的。 b

2005年1月1日起，对武汉市人民政府下达进厂的城镇退役士兵社会统筹指令J陛安置

任务一律实行经济补偿办法安置。由工厂向武汉市安置部门按武汉市当年规定的经济补偿标

准缴纳有偿转移安置费，工厂不再负责安置。退役士兵其父母或配偶是工厂职工的，2005

年1月1日以后入伍的退役士兵，原则上一律实行经济补偿办法进行安置。

同年12月26日，工厂以石厂字(2005)98号文，对2003年企业补充医疗保险文件中

有关条款进行修改，修改后的条款规定：职工门诊和紧急抢救、住院进入企业补充医保的门

，槛，不再是一个固定数字，将随武汉市社平工资的调整作相应调整；同时，针对工厂企业补

充医保实施后，补充医保报销费用持续走高、少数职工弄虚作假行为，制定了《武汉石化企

业补充医疗保险2006年实施方案》，对定点医院加以限制，，使企业补充医保这一造福全体职
，

工的政策能持续稳定地走下去。

2006年，工厂进一步完成改制分流，减员增效。11月26日，武汉检安石化公司挂牌，

标志着武汉石化建安公司改制分流成功；12月8日，武汉隆达石化公司正式揭牌运行，隆

兴公司改制完成。

同年，工厂按照2003年定员定编标准，结合人事制度改革，进行处级、科级、高级主

管、主任工程师、主任科员岗位竞聘上岗，精简中层领导干部，努力使处室中层管理干部人
～

●

数控制在管理人员总数的7．5％。1～4月，完成了处级干部的竞聘；12月，科级管理人员竞

聘上岗实施细则和高级主管、主任工程师、主任科员岗位竞聘上岗实施细则相继出台，对精

简干部、压扁管理层、实现全员竞聘上岗的人事制度改革，打破干部终身制起到推动作用。

与此同时，工厂进一步完善职工考核办法，试行按季(月)考核，深化分配制度改革，设

置绩效考核工资，或绩效考评奖金单元，全面巩固绩效考评成果。

(三)劳动组织 ·

1．劳动组织形式

(1)全民所有制为主体、集体所有制并存
f

一，

武汉石化主体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工厂投产后，随着职工家属的增加和企业发展的需要，

成立了以收购废品起始的集体所有制性质企业——向阳加工厂。随后发展为从事服装加工、

印刷等多种经营的劳动服务公司。工厂两种所有制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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