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理与改革

编者按 为深化用人制度和工资制度改革, 推动环境监测现代化建设进程, 江苏省环境监测 (信息 )中心聘请专家协

同开展 岗位规划薪酬设计方案!专题调研, 提出了 ∀环境监测系统岗位评价体系#, 建立起一个与档案工资整体剥离的工

资评估模式。该体系将国际通行惯例与改革的实践经验相结合,具有较强的政策性、科学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已在江苏

省环境监测 (信息 )中心付诸实施, 反响较好,可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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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阐述了环境监测系统岗位评估体系的制定原则和设置思路。岗位评估体系由 3个分级设计的要素和分值组

成, 一级要素包括责任因素、知识技能因素、努力程度因素和工作环境因素, 二级要素包括 29个项目, 每个岗位按二级要素

的 29项评分,每个项目按三级分值评价, 岗位系数即为 29项得分之和。提出了岗位评估过程的注意事项, 并举例说明了

岗位评估体系的实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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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 know ledge and techno logy fac,t difficulty degree fact and w ork ing condit ions. The second leve l elements in

cluded 29 facts. To mark these 29 facts according to three grade to get the post co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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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岗位的价值评估确定岗位工资的做法

是当前事业单位改革的要求。江苏省委组织部、江

苏省人事厅  关于事业单位实行岗位绩效工资制

的指导意见 !(苏人发 [ 2004] 17号 ) (以下简称  意

见 ! )指出,事业单位应当建立科学的岗位评估体

系,以岗定薪。当前在环境监测系统, 工资普遍与

工作岗位、工作业绩不直接挂钩, 还没有按岗位价

值确定岗位工资,不利于调动人员积极性,导致高

层次年轻人才流失、科研水平不高、考核不能真实

反映工作业绩等现象。因此,迫切需要建立科学的

岗位评估体系, 合理确定岗位工资分配标准。

1 岗位评估体系制定原则

 意见 !指出, 各岗位工资标准间应适当拉开

差距,重点提高关键性技术、关键性管理岗位的工

资水平,向一线岗位倾斜。这是制定岗位评估体系

的原则。环境监测部门从科技角度看, 是一个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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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人才密集的单位; 从管理角度看, 多数市级环境

监测站又承担着行政管理职能。因此,环境监测系

统岗位评估标准应着重强化技术优势,强化核心竞

争力, 强化行政资源优势。这是制定环境监测系统

岗位评估体系的原则, 在国际通用岗位评价指

标
[ 1]
的基础上修正完善岗位评价指标体系。

2 岗位评估体系设置思路

2. 1 评价工具

为把抽象的贡献量转化为具体的工资数据,需

要综合考虑岗位职责、任职条件、岗位特征与职工

在岗位上的绩效。采用评分法可以在抽象的职位

与具体的数字之间建立一种和谐的联系。

2. 2 评分法操作方法

采用明确定义的要素,再将每个要素分成几个

等级层次,并赋予一定的分数值 (该分数值表明了

每个要素的分值 ) ,然后对岗位要素逐个分析和定

分,将各要素分数汇总就得到该岗位的总分数值,

并决定其在岗位序列中的位置。

2. 3 要素内容设置原则

( 1)岗位评价针对的是工作岗位而不是目前

在该岗位工作的人员。

( 2)所有岗位必须通过同一套评价工具进行

评价。

( 3)评价因素应尽可能结合本系统实际。

( 4)岗位评价考察的各项因素,彼此间相互独

立, 都有各自的评价范围, 这些范围彼此间没有

重叠。

( 5)因素大体上涵盖了环境监测系统一般岗

位的全部情况,可以比较客观地反映岗位价值。

2. 4 要素分值设置原则

( 1)在要素的分值分布上, 中间分值所占比重

较大, 从而保证全员的基本分值,体现公平原则。

( 2)要素的高分和差距较大的分值多数体现

在责任与知识技能两部分。通过承担责任大小和

技能高低拉开得分差距,体现效率优先的原则。

3 岗位评估体系主要内容

岗位评估体系由 3个分级设计的要素和分值

组成。一级要素由责任因素、知识技能因素、努力

程度因素和工作环境因素组成, 总分为 1 000分。

其中, 责任因素 350分,知识技能因素 350分,努力

程度因素 200分, 工作环境因素 100分。重在责任

和知识技能, 其次是工作态度, 再次是工作环境。

二级要素由 29项组成,其中,责任因素 9项, 知识

技能因素 11项, 努力程度因素 6项, 工作环境因素

3项。每项因素均有明确定义,以表明其含义。各

单项因素又由若干子项组成, 共有 129项, 各项均

有明确分值。每个岗位按二级要素的 29个项目评

分,每个项目均按其所在子项的三级分值进行评

价,岗位系数即为 29项得分之和。岗位评估体系

组成见表 1。

表 1 环境监测系统岗位评估体系组成

一级要素 分值 二级要素
包含的

子项数

单项分

值范围

责任因素 350

安全风险责任 5 0~ 60

生命财产损失控制责任 5 5~ 40

指导监督责任 7 0~ 40

内部协调责任 5 0~ 30

外部协调责任 4 0~ 30

工作结果的责任 6 10~ 50

组织人事的责任 5 0~ 50

法律上的责任 4 0~ 20

决策的责任 5 6~ 30

知识技能

因素
350

最匹配学历要求 5 5~ 25

知识多样性 4 7~ 30

外语应用能力 4 0~ 20

工作复杂性 5 8~ 40

工作经验 5 5~ 30

工作的灵活性 5 0~ 30

文字应用能力 4 10~ 25

计算机知识 4 0~ 25

专业技术知识技能 4 0~ 40

管理知识技能 4 0~ 35

综合能力 4 10~ 50

努力程度

因素
200

工作压力 4 10~ 40

劳动辛苦程度 4 10~ 40

工作地点稳定性 4 0~ 20

创新与开拓 4 0~ 30

工作紧张程度 4 10~ 40

工作均衡性 4 7~ 30

工作环境

因素
100

危害性 4 10~ 40

工作时间特征 4 0~ 30

工作环境舒适度 3 5~ 30

4 岗位评估结果的应用

岗位评估结果必须转化为实际的岗位工资才

有实用价值。由于每个岗位都有其各自的工资,会

给工资发放和管理带来诸多困难, 所以在实际操作

中,常常将众多种类型的岗位工资划分为若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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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形成一个工资等级系列, 每个岗位按其系数所

在等级发放工资。

5 岗位评估过程注意事项

( 1)岗位评估客观、公正、准确是前提。岗位

职责任务必须明确,并且表述完整、准确、清晰,以

便与设定的分值等次相对应。打分前应对评估体

系有充分了解,准确把握岗位性质与任务内涵。

( 2)参加打分的专家组成员构成应该具有代

表性。一般有 10 ~ 15人, 高层领导占 15 % ~

20% ,中层干部占 60% ~ 70%, 群众代表占 15%

~ 20%。群众代表应对岗位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能客观地看问题,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力,能代

表不同部门、不同工作性质和职能划分。

( 3)指标权重可以调整。根据环境监测发展

形势及各单位具体实际和价值导向, 可以灵活调整

指标的权重。

( 4)确定好基准岗位的分数。设置基准岗位

的目的,是基本确定工资结构线的分布趋势,按部

门对各岗位进行评估时,可以参照基准岗位分数进

行比较。基准岗位的选择一般是站长 (主任 )、总

工、重要性较强的中层岗、重要性较弱的中层岗、重

要性较强的基层岗、重要性一般的基层岗、重要性

最弱的基层岗。

( 5)注意对不合理分数的剔除。若专家组对

某岗位某一因素打分结果的相对标准差超过

20% ,则应重新打分。

( 6)岗位排序。所有岗位评估结束后, 按照总

分高低进行岗位排序,这时需要充分讨论每个岗位

的排序是否合理, 对于不合理的岗位, 讨论每个因

素的得分是否合理, 不合理的因素要重新打分。

6 岗位评估体系的实施成效

以某省级环境监测中心为例, 抽取覆盖各个层

次的 17个岗位,按岗位评估体系进行模拟打分,评

分结果是最高分 790分, 最低分 133分, 分值比为

5. 94%1。分值高低与岗位职责任务的大小梯度基

本一致,抽样打分结果与实际劳动付出基本对应,

体现了责、权、利相对等,说明该体系具有合理性、

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责任大、复杂程度高、劳动强

度大的岗位得分高, 反之则低,这与事业单位改革

的精神,以及  意见 !中的工资分配倾斜原则相一

致,充分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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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2005年 3月 47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空气质量分析

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对 47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 3月空气质量分析表明, 与 2004年同期相比,空气质量总体有所提高;

二级及好于二级天数增加的城市有 29个,天数相同的城市有 10个,天数减少的城市有 8个。空气质量全都为二级及好于

二级的城市有 14个, 90% 以上天数空气质量为二级及好于二级的城市有 28个, 占总数的 59 6 % , 而 2004年同期为

10 6%。二级及好于二级空气质量天数比 2004年同期增加 20%以上的城市有 3个,为济南、南京和太原。

青岛市拟建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禽畜无害化处理厂

近日, 青岛市为解决日渐凸现的禽畜病害问题, 决定在莱西市投资建设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禽畜无害化处理厂。该项目

采用加拿大协德技术公司先进的技术设备, 以山东农业大学为技术依托, 将待处理的禽畜垃圾经过一系列消毒灭菌毁形

后, 转化为无毒无害的一般垃圾,再采用国外生物酶转化技术,将其转化为有机肥后出厂还田。该项目自动化程度高, 稳定

洁净性好, 科技含量大,目前已在许多发达国家广泛使用,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无害化处理厂将于 2005年上

半年施工建设, 建成投入使用后, 日处理约 15 t禽畜垃圾,对于政府提高对防疫工作的宏观调控能力, 改善青岛市动物防疫

工作整体形象, 促进畜牧业发展和维护人民群众身心健康, 创造稳定、洁净的对外开放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摘自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环境监测信息简报 !2005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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