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朔人社发〔2023〕25号

关于发布 2021年朔州市部分职业（工种）

工资价位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朔州经济开发区组织和

人力资源部，市直各有关单位、企业：

为加强和改进政府对企业工资分配的指导和服务，指导企业

完善内部工资分配管理，发挥市场在工资分配中的决定性作用，

引导劳动力有序流动，促进人力资源合理配置，根据《山西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建立企业薪酬调查和信

息发布制度的通知》（晋人社厅发〔2019〕15号）要求，采取 PPS

方法，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企业薪酬调查，以期反映我市劳动力市

场价格状况。调查的时期指标为 2021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的数

据。我们对 2021年度企业薪酬调查数据进行了汇总分析，形成部

朔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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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职业（工种）工资价位，现予以发布，仅供参考。

一、工资指导价位制度是以市场为基础的企业收入分配宏观

调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发布工资指导价位，指导企业合

理确定劳动者个人工资水平，为企业和职工双方展开工资集体协

商提供重要依据，同时，引导劳动力有序流动，调节地区、行业

间的就业结构，构建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体系。

二、本次发布不同职业（工种）种类 22个，其中管理职能类

职业（工种）4个、专业技术类职业（工种）3个、职业技能类职

业（工种）3个；基本覆盖行业中比较普通、从业者较多的职位，

适合不同行业、不同劳动者的需求。

三、本次发布的工资指导价位信息主要来源于企业薪酬调查

数据，反映了我市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工资现状。

劳动力市场工资价位包括了 90分位、75分位、50分位、25分位、

10分位等市场分位值工资水平，适合于不同企业的需求。用人单

位和劳动者可结合本地实际，合理协商工资水平，用人单位确定

的工资价位不能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四、本次发布工资指导价位仅为用人单位招工、劳动者求职

以及企业展开工资集体协商提供参考。我市人力资源市场工资价

位变化较快，在运用过程中，要把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和本企业实

际经营情况结合起来，劳动者可根据职业技能等级、工龄及个人

能力等情况进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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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朔州市 2021年企业薪酬调查信息

朔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2年 12月 15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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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州市 2021年企业薪酬调查信息

1- 1 分职业中类企业从业人员工资价位（2021年）

单位：万元/年

序号 职业中类名称

分 位 值

10% 25% 50% 75% 90%

1 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2.77 3.77 6.73 13.81 24.12

2 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2.40 3.40 6.41 11.49 15.08

3 经济和金融专业人员 4.02 6.94 8.40 10.20 14.68

4 教学人员* 2.60 3.36 6.38 9.39 16.16

5 新闻出版、文化专业人员 2.04 2.23 2.97 5.95 9.66

6 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2.19 2.90 3.58 7.60 13.99

7 办事人员 2.04 2.74 3.76 7.37 14.95

8 安全和消防人员 2.43 2.94 4.22 9.57 12.10

9 其他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2.85 3.30 3.87 8.40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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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批发与零售服务人员 1.80 1.87 3.02 6.49 8.39

11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服务人员 3.00 3.48 3.92 5.96 6.25

12 住宿和餐饮服务人员 2.64 2.88 3.00 5.82 8.10

13 租赁和商务服务人员 2.40 2.93 4.44 6.25 7.11

14 技术辅助服务人员 3.59 6.43 9.35 12.60 15.39

15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服务人员 1.80 2.04 3.00 5.23 10.06

16 居民服务人员 3.12 3.24 3.25 3.35 4.59

17 电力、燃气及水供应服务人员 2.88 5.65 5.97 6.25 11.60

18 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人员 4.31 5.03 5.31 5.48 5.74

19 采矿人员 5.52 7.31 10.05 12.54 15.09

20 电力、热力、气体、水生产和输配人员 3.00 9.10 10.92 12.54 14.26

21 运输设备和通用工程机械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 3.24 4.55 5.80 7.46 10.44

22 生产辅助人员 2.85 3.96 6.23 9.45 12.58

*本调查所称“教学人员”是指在企业中从事各级各类教育工作的专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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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分岗位等级企业从业人员工资价位（2021年）

单位：万元/年

岗位等级

分 位 值

10% 25% 50% 75% 90%

管理类

高层管理岗 3.80 6.00 8.00 10.26 42.16

中层管理岗 2.65 4.20 8.00 17.25 30.54

基层管理岗 2.65 3.74 5.59 10.65 15.03

管理类员工岗 2.16 2.86 3.90 7.74 15.10

技术类

高级职称 2.82 4.90 12.47 16.71 26.43

中级职称 3.24 5.61 9.62 15.90 22.95

初级职称 3.32 5.40 7.10 11.97 16.97

技能类

高级技能及以上 4.04 7.23 11.36 15.73 19.12

中级技能 4.87 8.39 7.25 10.32 14.75

初级技能 2.97 5.21 7.13 11.24 1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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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1.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分位值 是指将数据由低到高排序，在数列中处于相应百分比位置的数据。它表

示有相应比例的数据低于或等于该数值。

企业从业人员 是指在本企业工作并取得劳动报酬的人员。

工资价位 是指企业从业人员在报告期内的工资水平，包括基本工资、奖金、津

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和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等。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劳动力市

场价格水平。

职业 指从业人员为获取主要生活来源所从事的社会工作类别。

管理类岗位等级 指在管理岗位工作的人员在本企业岗位序列中的层级位置，包

括高层管理岗、中层管理岗、基层管理岗和管理类员工岗。其中，高层管理岗是指处于

企业最高领导层的岗位，包括董事长、总经理及副职等同级别的高层负责人；中层管理

岗是指在企业一级部门或内设机构处于领导层的岗位，包括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研发

部门负责人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及副职等同级别的中层负责人；基层管理岗是指在企业二

级及以下部门或机构处于领导层的岗位，包括二级及以下部门/机构主要负责人及副职

等同级别的基层负责人；管理类员工岗是指处于企业管理执行层的普通员工岗位。

技术类岗位等级 指获得国家或专业评审机构认可的专业技术职称等级，包括高

级职称、中级职称、初级职称。

技能类岗位等级 指按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或行业企业评价规范设置的职业技能等

级，包括初级技能、中级技能、高级技能及以上。

2.调查方法

调查以全市为总体，采用分层 PPS抽样方法，以县区和行业门类为层，层内样本

按照与企业从业人员人数成比例的概率抽取。

3.职业划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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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调查的职业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年版）》的职业中类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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