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外企业家 2021.08

企业集中统一监管期地勘单位人事管理初探
范雪梅

（重庆市地勘局 607地质队，重庆 400056）
摘 要：在国家事业单位改革大环境下，地勘事业单位的改革也是大势所趋。文章以“事企分开”过程中重庆地勘单位企业集中统一

监管为例，对集中监管总体情况进行介绍，对监管后在人事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做了剖析，从思想政治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厘清

混岗人员管理关系、现代企业人事管理制度等四方面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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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2018年国家对事业单位改
革明确了基调，要求加快改革步伐，全面推进事业单位改革，既要

“政事分开”，又要“事企分开”，因此国有地勘单位拉开了改革的序

幕。现以重庆地勘单位改革为例，在事企分开改革中，实行企业集中

统一监管期间人事管理工作进行初步探索。

1 企业集中统一监管总体情况
2018年重庆市地勘局传达了《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重庆市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市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所属企业集中
统一监管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及市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所属
企业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的安排部署。同年局领导多次到基层单位调

研，并确定了企业集中统一监管试点，逐步摸索经验，为全局下一步

企业集中统一监管工作提供了参考。2019年局制定了《关于进一步
加强局属事业单位所属企业集中统一监管工作的通知》、企业改革

实施方案，成立了集中统一监管领导工作小组，结合所属企业数量

多、规模小、僵尸空壳企业复杂、事企长期混合运行等实际情况，分

类制定所属企业改革措施，扎实推进企业“关闭注销”、“转让退出”、

“整合移交”，从而完成“一队一企”整合重组工作。2019年 12月经
重庆市政府 2019年第 66次常务会议批准，授权重庆市地勘局履行
出资人职责管理的重庆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简称”

重庆地质集团“）应运而生。从 2020年 3月开始，分批次开展了事业
单位所属企业交接集团公司的工作，2020年底完成了所有企业的
划转和平稳有序交接。

重庆地勘企业集中统一监管改革的本质是保留整体、激活机

制、探索路子，为地勘单位下一步“事改”做准备、打基础，为重庆地

勘发展谋篇布局。重庆地质集团挂牌运行明确了地勘事业和企业的

关系，一是探索“手拉手”共同发展的重庆地勘新模式。地勘事业重

在“五性”，即公益性、基础性、先行性、科技性、有效性；集团为市场

主体，重在“十性”，即企业的国有性、主体的市场性、项目的多元性、

资本的增值性、经营的效益性、风险的管控性、业务的多样性、事业

的开拓性、地域的广阔性、管理的规范性。事业单位和集团企业强化

分工合作、整体联动，各扬所长、相互赋能。二是探索事业企业优势

互补联动发展的新机制，如：地灾驻守和应急抢险的事企联动机制，

基础地质商业化的公商联动机制，事业促进企业的帮扶机制，以及

企业成长反哺事业的正循环机制等。

2 企业集中统一监管以来人事管理存在的问题
新成立的地质集团与地勘事业单位在事企合作、共谋发展有着

相互联系，在企业工作的事业编制人员（简称“混岗”人员）心理失

衡、事企人员混融管理中人事事务交叉、冗余管理、福利薪资的相互

攀比等方面凸显出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部分混岗人员心理失衡。因目前还未进入事业单位改革阶

段，为了保持队伍的稳定、人心不动摇，只有少些人员进行了微调，

比如在编机关人员到企业工作，而在企业工作的在编人员基本上保

持原有岗位状态进行集体划转。大多混岗管理人员比较看重事业身

份，他们终归会选择回到事业单位工作，自己认为受到企业人员的

排挤，不受重用，身处比较尴尬的境地。此外他们还担心当事业单位

真正改革来临时会进行“一刀切”，担心害怕到时候回不来，丢了事

业身份不说，从此还不受待见。

二是事企分开后混岗在企业使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各自专业

技术人才队伍。事业单位目前只能靠公招、考核招聘、调动等形式充

实技术队伍，造成专业技术人员青黄不接、专业单一，但又不敢大胆

公招太多专业技术人员，怕在过渡期间一时业务跟不上，养不起管

理人员，造成单位资金紧张陷入困境，另一方面还要预估事改后专

业技术人员的回流与安置。同样，企业在二级单位班子人员配备、部

门负责人的选择等也会考虑混岗人员回流因素，造成用人有所顾

忌。

三是混岗人员存在双重管理，人事管理还未完全理顺。企业集

中统一监管前，队人事部门管理了在编人员所有人事事务岗位、档

案、职称评审、绩效工资等等，事企分开后变成了两家独立法人单

位，混岗人员在企业上班，一方面要接受企业管理制度进行考核和

发放绩效工资，同时还受事业单位绩效总量控制，另一方面作为在

编人员的岗位申报、编制管理、社保缴纳、转岗等必须接受事业单位

的管理。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机构冗余，企业人事部门和事业人事

部门在混岗人员管理协作、沟通不够。

四是事企人员在福利、薪资待遇方面相互比较，影响职工工作

积极性。特别是事业单位在基本工资调标、住房公积金调整、医保垫

底资金注入等方面，因一些业务办理只能从事业单位一个账户进

出，不能单独剥离出混岗人员，迫使企业也必须水涨船高，一旦对混

岗人员进行调整，自然而然企业人员也不例外，无形中对企业的管

理造成影响，对经济产生压力。相反，企业年底的高额绩效也让事业

人员叹为观止、遥不可及，让事业人员干事激情有所减退。

3 过渡期人事管理工作初探
3.1 做实做细职工思想政治工作
高度重视混岗人员思想动态，做实做细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一

方面可采取召开政策宣讲会、制作宣传手册等方式，加强对事企人

员流动的政策解释。积极进行正面引导，保证职工队伍和谐稳定。另

一方面企业班子通过摸底、座谈等方式进行谈心，及时掌握职工思

想起伏，并做好心理辅导，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营造良好工作

氛围。

3.2 加强专业技术队伍建设
企业集中统一监管后，加强事企融合的同时，事业单位和企业

工作重心各有侧重，对技术人才的需求也不一样。事业单位主要践

行“公益立队”思想，传统的地质勘查已处于过度饱和状态，而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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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生相关的地质工作，如城市地质、生态地质、环境地质、新能源

开发利用等越来越受到关注，可通过公招、考核招聘、“绿色通道”等

渠道引进专业技术人员加入地勘队伍，充实技术力量。引进专业主

要为地球化学、地下水科学与工程、生态学等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

具有高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资格的专业技术人员。同时，加大科普

宣传、科普活动及科技交流力度。

作为企业应搞好地质、物探、测绘等多专业融合，打造一支富有

创新意识、改革意识的优秀人才队伍。技术骨干作为单位的核心人

才，与单位的整体实力紧密相关，也是稳定人才资本要素。同时，也

要处理好几个关系，主要包括有效制约与成功激励关系；引进人才

与既有人才关系，要“引进”，也要“内稳”；硬条件与软环境的关系；

科技人才与年龄结构关系，形成人才梯队；培养与使用的关系，不能

光使用不培养，也不能光培养不使用，要做到在培养中使用，在使用

中培养。

3.3 厘清混岗人员管理关系
作为事业编制身份在企业工作的混岗人员，从人员身份上说他

们是在编人员与企业身份不一样，理所当然针对岗位、编制、社保、

合同等主要由事业单位人事部门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企业可安排专

业人员进行协助，合署办公，由此可以掌握混岗人员具体情况，还可

以进一步加强沟通与协作，信息互通。

3.4 建立现代企业人事管理制度
企业集中统一监管后，地质集团应强化人事管理方面的业务指

导和服务，建立一套行之有效适合企业发展的现代化企业人事管理

制度，不能照搬照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模式。

在职工福利薪资方面要拚弃“大锅饭”思想，要用制度和完善的

考核分配机制拉开职工收入差距，促进他们多思多干，打破事业单

位绩效总量控制的限制。

在人才人员聘用方面要能进能出，破除只进不出传统思想，进

人方面除了常规校园招聘、社招、可积极拓宽人才引进渠道，如通过

与高校签订定向培养协议、提供专业实习平台等优先吸收其中的优

秀专业性人才，通过网络、猎头公司等引进所需高层次技术人才；只

进不出是企业用人的大忌，要时不时让职工有危机感、不可替代感，

并严格合同期满考核机制，对考核不合格人员劝其离职或者辞退。

在企业内部岗位晋升考核方面要打破传统的职称评审，建立内

部岗位晋升考核机制。可围绕岗位职责和工作内容，通过制作 PPT
进行讲解和答辩，领导、专家评审打分等形式，作为岗位晋升的重要

依据，通过日常工作成果展示、对企业所做贡献、平时学习领悟等多

方面考量，让真正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有能力的人才逐渐成长起

来。

在干部提拔方面要能上能下，严进宽出，注重发现和培养选拔

年轻优秀干部，要积极为他们搭建广阔的锻炼平台，激励干部职工

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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