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庚南：金融业“限薪令”

如何令行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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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庚南 

金融行业的高薪本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人们对此似乎已见怪不怪了。

只不过因为不久前中金公司员工家属“晒薪”引发的全网热议，再次将

“金融业高薪”推到了聚光灯下，也因此引起相关部门的关注。 

近日，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国有金融企业财务管理的通知财

金〔2022〕87 号》。《通知》明确国有金融企业的工资要加大对一线员工、

基层员工的倾斜力度，同时要求金融企业建立健全薪酬分配递延支付和追

责追薪机制。财政部的“限薪令”显然不仅是对中金炫富事件的回应，更

是出于推动和谐金融生态发展的考量。 

 

“限薪令”因何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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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金融行业而言“限薪令”也并非新生事物。早于 2010 年，

当时的银监会出台了《商业银行稳健薪酬监管指引》，要求商业银行应制订

科学、合理、与长期稳健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薪酬管理制度，就银行业薪

酬制度提出了“商业银行的基本薪酬一般不高于其薪酬总额的35%”“绩

效薪酬的 40%以上应采取延期支付的方式，且延期支付期限一般不少于 3

年”等具体的规范性要求；并明确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应将商业银行薪酬

管理纳入公司治理监管的重要内容。今年 5 月、6 月，中国证券业协会和

中国基金业协会分别发布的《证券公司建立稳健薪酬制度指引》《基金管理

公司绩效考核与薪酬管理指引》，也对证券行业、基金行业薪酬管理行为和

激励约束制度作出了规范，进一步明确和扩大了金融。 

值得反思的是，在我国金融业“限薪令”实际上已面世多年，限薪的

原则和要求其实也很明确，何以金融业高薪带来的社会困扰挥之不去？阻

力无疑来自金融机构高管层。显然，推行“限薪令”需要有相应的机制来

保障，而认知的转变尤为重要。 

“限薪令”理由何在？ 

从宏观方面看，“限薪令”主要着眼于化解金融行业高薪兑现的现时

性与金融风险暴露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维护社会公众或纳税人

的利益。虽说薪酬机制总体是企业内部的多事情，特别对于非国有金融机

构而言其自主性尤为明显，但事实又并非完全如此。作为特许经营行业，

金融行业一个典型特征是收益实现的当期性与风险暴露的滞后性，这种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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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客观上铸成了一大社会不公：高薪归金融机构高管，但是金融机构高管

为追求高利润、高薪酬、高提成的冒险行为及其风险暴露却往往由政府来

买单。这种风险可能由金融机构的后来人发现并承担，也可能沿金融链条

向外部溢出，形成系统性风险，最后需要由政府救助，由纳税人买单。这

种不公的存在，决定了对金融业实施“限薪令”的必要性，也因此决定了

要求金融企业建立健全薪酬分配递延支付和追责追薪机制的必要性。 

从微观层面，“限薪令”主要着眼于推动金融行业在薪酬激励方面的

内外部均衡性，既包括行业内部薪酬结构的均衡性，也包括金融行业与其

他行业薪酬的均衡性。特别要消解金融行业高薪的负外部性，以构建金融

和谐生态，促进共同富裕社会建设。 

诚然，金融行业在全球都是最赚钱的行业，“赚得多自然可以拿得多”。

这种朴素的想法其实也代表了社会对金融行业的模糊认知，似是而非。如

果是普通行业，因为“赚得多”而拿高薪似无可厚非；但金融作为有特许

政策加持的特殊行业，高薪的合理性、适度性则面临各种质疑。金融行业

薪酬在内外部两方面的失衡性无疑是其备受诟病的原因，也是“限薪令”

实施的微观基础。 

金融机构薪酬内部的不平衡性问题总体上属于现代金融企业管理层面

的问题。推动金融机构内部收入分配的平衡，说到底，终归是金融机构内

部的事情，“肉烂了也在锅里”。它反映的是商业银行内部激励机制的合

理性与管理水平，影响的是金融机构内部的效率问题。站在一个更高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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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是商业银行在履行社会责任、实施 ESG 管理方面的滞后性，即对基层

员工的利益维护不够。如果限薪令仅局限于在薪酬管理方面加大对一线员

工、基层员工的倾斜力度，其溢出效应并不明显。这种激励机制的不合理、

分配的不公仍是人家机构的“家务事”。 

但是，金融行业薪酬水平与外部的不平衡性、极度的失衡性，其带来

的负外部效应或远大于解决内部不平衡性的意义。外部的不平衡性反映的

是制度体系的不完善、不合理。 

金融行业高薪带来的外部不平衡及负外部性主要表现为： 

一是行业对比的失衡。金融行业从业人员（主要是高管）凭什么薪酬

远高于其他行业。正式因为这种行业报酬失衡的存在，才会诱使越来越多

的资本对金融业趋之若鹜。才会有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难以沉下心干事业。

各种新技术的创新，如大数据、区块链等，原本路很宽，但因为有金融高

利润、高薪酬的诱惑，便都“从”了金融，变身为金融科技类平台。目前，

各种稳企业、稳实体的纾困政策，更多地着眼于缓解当前企业的困境，而

没有从实体企业资本回报率不断下滑入手，治疗实体企业的“心病”——

资本回报率低。这也是当前各种助企纾困政策叠加与实体企业有效需求不

足矛盾之所在。 

二是人才溢价的失衡。人们往往把金融行业高薪归之为员工学历高、

素质强，这显然是一种偏见。首先，金融行业的高薪酬或高利润并非来自

或完全来自高素质人才的经营管理水平，而主要源于特许经营的平台，特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5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