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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超额利润分享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健全国有企业市场化经营机制、提高国

有企业活力的决策部署，落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有关工作要求，建立健全

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激励约束机制，根据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印发〈国

企改革“双百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和《“双百企业”和“科改示范

企业”超额利润分享机制操作指引》等文件精神和有关政策规定，结合公

司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企业基本情况 

（一）发展历程和核心业务 

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盐化工”，股票代码：600328），

实际控制人为中国盐业集团有限公司。2021年，公司资产总额 169亿元，

年营业收入 130 多亿元，员工 9000 余人，是一家拥有资源优势、区位优

势、技术优势、管理优势的跨地区、跨行业的大型企业集团，是中国化工

企业 500强、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中国化工最具发展潜力的上市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循环经济试点企业，拥有“全国文明单位”等国家、自治区

级多项荣誉称号。 

公司坚持新发展理念，在发展壮大过程中，不断加快科技创新步伐，

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成了集“制盐、盐化工、精细化工、高分

子材料、生物制药”为一体的循环经济产业链，资产规模、产业结构、经

济效益、技术装备水平均处于行业前列。依托湖盐、煤炭、石灰石等资源

优势，突出发展精细化工，主要生产装置有：国内资源配套齐全的 40 万

吨/年聚氯乙烯生产线、8万吨/年糊树脂生产线、64 万吨/年电石生产线、

36 万吨/年烧碱生产线、2×135MW 自备电厂，世界产能最大的 6.5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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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属钠生产线、被列入国家 863 计划项目的 800 吨/年高纯钠生产线、

国内单套产能最大的 10万吨/年氯酸钠生产线，390万吨/年纯碱生产线，

拥有总储存量约 2.6 亿吨的湖盐资源。公司产品畅销全国各地，其中，聚

氯乙烯、片碱、金属钠、氯酸钠等产品还远销南北美洲、欧洲、亚洲、大

洋洲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二）三到五年规划 

公司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自治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高质量发展要求，

紧紧围绕“创新、 变革、竞争、共赢”的战略方针，以“深化改革、精

益求精、提质增盈、行业引领”为发展遵循，以建设优秀化工企业为目标，

以提高质量效益为中心，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努力实现由基础化工向精细

化工、原料生产向资源综合利用、单一品种向多品种、低附加值向高附加

值转变，通过产业链、价值链的不断延伸和提升，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和

升级，构建多元发展、多极支撑的现代产业新体系，不断转换增长动力，

实现公司高质量发展，努力做强做优做大企业，全力把中盐化工建设成为

世界一流优秀化工企业。 

（三）近三年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业绩考核结果 

1、近三年财务状况完成情况统计表                                   

项     目 单位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净利润 万元 174,228.45 61,517.49 108,262.44 

经济增加值 万元 149,004.27 30,282.61 47,400.83 

营业收入 万元 1,341,344.04 975,263.98 1,004,587.63 

营业收入利润率 % 16.21 7.56 13.40 

净资产收益率 % 22.82 9.47 18.29 

2、近三年业绩考核结果统计表 

年   度 考核结果 备注 

2019 A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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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B级  

2021 A级  

（四）内部关联交易情况 

1、2021年度内部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2021 年度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中国盐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发

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方 

2021年预计总

金额(按预算) 

2021年实际

发生总金额 

采购商品

及接受劳

务 

盐 中国盐业集团有限公司物资分公司 17,500.00 18,839.66 

租赁费 中盐（上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255.00 881.05 

盐化工及其他 中国盐业集团有限公司物资分公司 2,000.00 4,486.2 

材料、电石渣浆 中盐内蒙古建材有限公司 7,300.00 8,263.68 

盐 中盐榆林盐化有限公司 2,300.00 1,397.29 

销售货 

物及提 

供劳务 

电石 安徽天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500.00 132.06 

盐产品 中盐甘肃省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80.00 423.99 

盐 中盐宁夏盐业有限公司 700.00 1,004.05  

纯碱 中国盐业集团有限公司物资分公司 3,000.00 2,861.36 

聚氯乙烯 中盐红四方农资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460.00    315.16 

电、蒸汽、污水

处理、及其他 
中盐内蒙古建材有限公司 3,500.00 4,179.16 

合计 40,695.00 42,783.66 

2、2022年度内部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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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中国盐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方 

2022 年预计总金

额(按预算) 

2021 年实际发

生总金额 

采购商  
品及接  
受劳务 

盐 中国盐业集团有限公司物资分公司 25,000.00 18,839.66 

煤炭 中国盐业集团有限公司物资分公司 22,000.00  

租赁费 中盐（上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50.00 881.05 

盐化工及其他 中国盐业集团有限公司物资分公司 2,600.00 4,486.2 

材料、电石渣浆 中盐内蒙古建材有限公司 10,640.00 8,263.68 

盐 中盐榆林盐化有限公司 - 1,397.29 

销售 货物 

及提 供劳 

务 

电石 安徽天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132.06 

电、蒸汽、污水

处理、及其他 
中盐内蒙古建材有限公司 5,150.00 4,179.16 

盐产品 中盐甘肃省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00.00 423.99 

盐 中盐宁夏盐业有限公司 1,100.00 1,004.05 

纯碱 中国盐业集团有限公司物资分公司 3,200.00 2,861.36 

聚氯乙烯 中盐红四方农资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 315.16 

合计     70,640.00 42,783.66 

二、可行性分析 

（一）本行业市场竞争状态 

根据行业及市场竞争状态，结合公司生产经营的五大板块进行分析，

具体为： 

1、纯碱板块：公司目前建有 390 万吨/年纯碱装置，2021 年产量为

311.29 万吨，具有低成本优势、规模优势、品牌优势等发展优势。 

2、氯碱板块：公司聚氯乙烯产能 40 万吨，2021 年产量为 42万吨；

糊树脂产能 8 万吨，2021年产量为 8.73万吨。具有资源优势、品牌优势、

地理优势、技术优势等发展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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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钠盐板块： 

（1）金属钠产品 

公司目前建有 6.5 万吨/年金属钠生产装置，2021 年产量为 5.75 万

吨，产品主要覆盖西北 37%以上、鲁豫 30%以上、浙苏沪皖 17%以上、京津

东北 16%以上等地区，下游主要分布在靛蓝粉占比 48.18%以上，医药中间

体占比 51.81%以上。 

（2）氯酸钠产品  

公司目前建有 10万吨/年氯酸钠生产线，2021年产量为 10.17万吨。

公司年平均销售氯酸钠 10.22 万吨，内销主要覆盖西北、鲁豫、京冀津东

北区域，下游行业分布在：亚钠、纸浆、冶金、染料行业、水处理行业。 

4、盐板块 

公司拥有吉兰泰盐湖和柯柯盐湖两大盐湖资源，总储存量约 2 亿吨。

其中吉兰泰盐湖为内蒙古自治区最大的盐湖，矿藏储量 11400 万吨，盐

矿藏面积 37.19 平方公里，吉兰泰盐湖生产的盐产品主要有成品盐、真

空精制盐以及加硒盐、腌制盐、工业盐等共计 100 万吨，随着公司内部

氯碱生产用盐量逐渐增加，已消耗了公司工业盐的 95%以上的产能。柯柯

盐湖位于青海省乌兰县，面积 119平方公里，湖盐主要用于工业生产。 

5、医药板块 

目前公司药业生产经营 6 种剂型，年生产能力片剂 16 亿片、硬胶囊

剂 1 亿粒、软胶囊剂 1 亿粒、颗粒剂 6000 万袋、提取中蒙药材 1000 吨。

其中复方甘草片年产 8 亿片，占全国年度计划量的 3.59%，主要销售区域

为内蒙古东中部和河北市场，占全国销量的 6.66%；苁蓉益肾颗粒年产 800

万盒，市场份额最高达 4%。医药板块具有装置优势和品牌及市场美誉度

等发展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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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行业竞争和人才竞争进一步加剧，同

行业通过高薪等方式积极引进技术和管理人才，在人才领域竞争加剧，导

致公司在人才引进、培养、使用处于劣势。 

（二）推行超额利润激励机制的可行性 

1、企业“十四五”发展战略规划 

公司将逐步形成以氯碱化工、钠盐化工、纯碱为主的三大主导产业，

盐产品、医药产品为辅助产业的综合产业链，建成国家级盐化工生产示范

基地。保持纯碱、金属钠规模优势，确保“龙头”地位，并通过技术工艺

提升，应用在核电等高精尖领域；在氯碱行业争取成为领先企业；盐产品

保证生产供应；医药产品加强市场营销，提高市场占有率；在做好以上既

有产业的基础上放眼国家经济形势和产业政策，稳步向其他产业开发领域

迈进，实现公司高质量发展。  

2、法人治理结构健全，人力资源管理基础完善。 

公司初步建立了规范的党委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治理体系；

制定了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总经理工作细则等；建立健全

了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办法，权责界面清晰、职责明确。党委会、董事会

及经理层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履行了“三重一大”决策程序。 

公司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健全，建立了符合市场机制的劳动用工、劳

动关系、薪酬绩效、员工考评、技能认定、员工培训等方面规范的管理制

度，在绩效考核方面已制定《中盐内蒙古化工 2022 年度经营业绩考核实

施方案》《员工绩效考评管理办法》等，体系完善，制度合规，有效提升

员工工作积极性，促进公司年度指标达成。 

3、建立了规范的财务管理制度，近三年没有因财务、税收等违法违

规行为受到行政、刑事处罚。 

公司已建立有效的企业财务内部控制系统，已具有完善的财务分析

体系。近三年财务会计报告经过会计师事务所依法审计，均出具标准无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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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意见审计报告，且没有因财务、税收等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行政、刑事处

罚。 

三、激励对象确定的范围和条件 

公司按照“确定岗位序列-确定岗位-确定对象”三步法选择激励对象。 

激励岗位序列通过岗位价值评估等方式确定；激励岗位根据劳动知识、

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进行确定关键岗位；激励对象通过综合考虑职工岗

位价值、实际贡献、承担风险和服务年限等因素进行确定核心骨干人才，

重点向做出突出贡献的骨干人才和关键技术岗位倾斜。 

（一）激励人数控制在公司在岗职工总数的 30%以内，激励对象范围

如下： 

1、公司主管及以上管理人员； 

2、具有较强的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从事科学研究、工程设计、技

术开发、技术服务、科技管理等科技工作人员； 

3、具有较强技能应用能力，掌握生产经营、安全环保、质量检测、

生产操作、检修维保等领域的高技能人员； 

4、参与市场开拓、产品销售等经营领域的骨干人员； 

5、支撑公司生产、经营、管理等工作，且在各领域表现优秀、贡献

突出的人员。 

公司外部董事、独立董事、监事不得参与超额利润激励机制。 

已列入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对象原则上不得参加超额利润激励，为企

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员和重要核心骨干人才可以参加，但已参加股权激励

的对象原则上不得超过超额利润激励对象总数的 10%。 

超额利润激励对象一般不在同期享受岗位分红等现金类中长期激励

机制。 

（二）激励对象遴选条件如下： 

1、与本企业签订劳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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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类人员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结果为良好及以上； 

3、在该岗位连续工作 1 年及以上； 

4、身体健康，能够胜任本岗位工作的。 

（三）激励对象确定流程。 

各单位根据公司核定超额利润分享名额，由各单位组织推荐激励对象，

人力资源部负责汇总，经党委会研究后、职工代表大会听取职工意见后，

提交董事会审议，最终确定激励对象名单。 

（四）《公司超额利润激励方案》实施期间，公司董事会可在激励期

间，结合实际适度调整激励对象。 

（五）拟纳入激励范围岗位超额利润内部分配原则。 

1、关于个人激励水平的相关规定。 

（1）按贡献参与分配，以个人业绩成果贡献为评价标准，适度拉开

激励对象收入分配差距。 

（2）合理确定激励对象的分享额度，个人年度分享总额一般不高于

其当年薪酬总水平的 2/3。 

2、激励对象的个人激励额度确定办法。 

根据公司总体超额利润及各单位超额利润完成情况，结合各单位贡献

大小、难易程度及工资总额情况，分配超额利润分享额，其中企业领导班

子分配比例控制在超额利润分享额的 30%以内，其余超额利润分享额由完

成目标的各单位进行分配。具体公式如下： 

各单位超额利润分享激励总额=超额利润分享激励计提总额×该单

位分配系数 

各单位分配系数可根据资产规模、收入、利润、人均效能等指标贡献

度综合确定。 

个人超额利润分享额度=所在单位超额利润分享激励计提总额×（该

激励对象岗位价值×个人年度超额利润分享考核系数）/∑（激励对象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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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价值×个人年度超额利润分享考核系数） 

各单位内部激励对象岗位价值和个人超额利润分享考核系数由各单

位自行制定。 

四、目标利润确定的原则和标准 

（一）目标利润确定依据和调整原则 

1、指标选择 

公司超额利润激励与战略规划充分衔接，年度目标利润原则上不低于

以下利润水平的高者： 

（1）公司的利润考核指标； 

（2）按照企业上一年净资产收益率计算的利润水平； 

（3）公司近三年平均净利润。 

公司在设定目标利润时，结合实际，在选取利润总额、净利润、归母

净利润等指标中，优先选用与考核挂钩的净利润指标。 

年度目标利润一经确定，原则上不予调整；如遇不可抗力影响或其他

特殊情况，经履行程序，可对目标利润进行一次调整。 

2、目标利润调整原则。 

各年度业绩指标计算时应剔除非经营性损益并将当年科技创新业务

投入予以还原。 

（二）行业对标企业清单和选取原则 

1、行业对标清单 

公司根据产业布局，选取了同行业中泰化学、新疆天业、英力特、君

正集团、山东海化、三友化工、苏盐井神等 22 家上市公司作为行业对标

企业，进行比较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2021 年度扣非后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备注 

000510.SZ 新金路 26.91  

000635.SZ 英力特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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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18.SZ 航锦科技 21.82  

002002.SZ 鸿达兴业 10.60  

002092.SZ 中泰化学 12.16  

002386.SZ 天原股份 11.67  

600075.SH 新疆天业 17.21  

600277.SH 亿利洁能 4.60  

600618.SH 氯碱化工 29.56  

600929.SH 雪天盐业 5.20  

601216.SH 君正集团 19.86  

601568.SH 北元集团 14.21  

601678.SH 滨化股份 22.19  

603299.SH 苏盐井神 7.34  

000683.SZ 远兴能源 22.34  

000822.SZ 山东海化 18.08  

600409.SH 三友化工 13.40  

603077.SH 和邦生物 23.75  

600586.SH 金晶科技 23.93  

002539.SZ 云图控股 29.38  

002274.SZ 华昌化工 44.46  

000698.SZ 沈阳化工 2.22  

平均 17.29  

600328.SH 中盐化工 20.57  

2、行业对标企业选取原则 

    根据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企业发展背景及主营业务情况，分别从纯

碱、氯碱化工、盐等行业上市公司及主营业务相似的上市公司中选取对标

企业。 

五、超额利润分享比例 

（一）超额利润分享比例确定原则 

坚持效益导向和增量激励原则，根据公司人工成本承受能力和经营业

绩状况，合理确定超额利润分享额。 

年度超额利润为公司当年实际利润和目标利润的差额，确定时应考虑

剔除以下因素：         

1、重大资产处置等行为导致的本年度非经营性收益； 

2、并购、重组等行为导致的本年度利润变化； 

3、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导致的本年度利润变化； 



11 

 

4、外部政策性因素导致的本年度利润变化； 

5、其他应予考虑的剔除因素。 

（二）超额利润分享比例 

年度超额利润激励额综合考虑激励需要、成本承受能力、利润实现

程度和工资总额预算统筹等因素，一般不超过超额利润的 30%，实施超额

利润分享后，工资总额整体增幅应符合工资总额管理有关规定，在合理增

长范围内。 

超出目标利润部分按阶梯区间累计提取激励额度，整体激励额度在

年度工资总额 3.5%内综合考虑，且不超过企业利润增幅。 

超出目标值净利润

（万元） 
上限 奖励比例上限 最高奖励额（万元） 

0-10000 10000.00  30% 3000.00  

10001-20000 20000.00  10% 4000.00  

20001-30000 30000.00  5% 4500.00  

30001-   3%  

加强对各全资、控股子公司目标利润的管理，子公司未完成年度目

标利润的，不执行当年超额利润分享政策。 

企业负责人合计所获得的超额利润比例一般不超过超额利润激励额

的 30%，其他额度应根据岗位贡献系数或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分配给核心骨

干人才，重点向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才和关键科研岗位倾斜。 

六、实施与兑现 

（一）实施与兑现主要流程 

1、制定《超额利润分享方案》。 

公司将结合实际制定《超额利润分享方案》，本方案以三年为一个周

期，第一期为 2022年至 2024 年。方案将以公示、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等方

式充分听取职工意见，履行公司内部民主决策程序，按照“三重一大”决

策机制及有关规定逐级上报履行相关决策程序。 

本方案尚需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或其授权部门批准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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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定《超额利润分享实施细则》。 

《超额利润分享方案》经审核同意后，公司于每年年初制定《超额利

润分享实施细则》，确定当年目标利润。 

公司制定的《超额利润分享实施细则》，与当年年度经营业绩目标责

任书相互关联和匹配。 

3、制定《超额利润分享兑现方案》。 

在实施超额利润分享后，于次年根据经营业绩考核结果、经审计的

经营业绩结果等情况，核算年度超额利润、超额利润分享额和激励对象个

人分享所得额，并据此制定《超额利润分享兑现方案》。 

4、公司根据经审核同意的《超额利润分享兑现方案》实施兑现。 

（二）递延支付相关安排 

超额利润激励额在工资总额中列支，采取递延方式予以兑现，分三年

兑现完毕。由公司根据经营情况，确定各年度支付比例，第一年支付比例

50%，第二年支付比例 30%，第三年支付比例 20%。所产生的个人所得税由

激励对象个人承担。 

（三）追索扣回机制 

计划期（三年）内公司净利润应保持稳健增长，若公司出现大幅递减

或亏损，集团公司单位有权对上一年度超额利润分享额未兑现部分进行扣

减，并对已兑现部分进行追回，具体标准如下： 

净利润与上年同比减少比例

（T） 

对上年超额利润激励额扣减办法 

未亏损时 亏损时 

T≤20% 不扣减 

停止发放本年度超额利润激

励额（延期部分全额扣减，

已兑现部分全额追回）且终

止实施 

20%＜T≤50% 
扣减本年度超额利润激

励总额的 50% 

50%＜T≤80% 
扣减本年度超额利润激

励总额的 80% 

T＞80% 
停止发放本年度超额利

润激励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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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已兑现部分进行追回时，相关人员应按照兑现时的应发额（税前额）

将资金退回公司财务账户，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按税务部门的规定处理

（下同）。 

七、约束条件和退出规定 

（一）退出条件 

1、激励对象发生下述特殊情形的，超额利润分享额度按照本方案规

定处理。发生其他特殊情形退出的，超额利润分享额度的处置届时由董事

会提议经上级单位同意后根据激励对象实际情况决定。 

（1）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发生岗位变更，当变更后的岗位为非超额

利润分享激励岗位，则取消激励对象的超额利润分享资格，超额利润分享

额未兑现部分不再兑现；当变更后的岗位仍为超额利润分享激励岗位，则

按照变更后的岗位，当年分配额根据任职时限、岗位系数等综合确定，递

延分配额按变更前的岗位实施兑现。 

（2）激励对象因正常组织调整、工作调动而不在激励计划范围内的，

或因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退休的，当年在本企业工作满 6 个月及以上

且考核通过的，根据当年在职时间比例以当年分配额为基数确定激励额度；

当年在本企业工作不满 6 个月的，不再以当年分配额进行奖励；不论当年

在本企业工作是否满 6 个月，以前年度的所有递延分配额度与其他未发生

变动的激励对象以同等条件进行发放。 

（3）激励对象因执行岗位职责负伤经鉴定为工伤且丧失劳动能力的，

其所获授的当年个人兑现额度不作变更，仍可按规定计算。 

（4）激励对象死亡的，死亡当年在本企业工作满 6 个月及以上的，

根据当年在职时间比例以当年分配额为基数确定激励额度；当年在本企业

工作不满 6 个月的，不再以当年分配额进行奖励；不论当年在本企业工作

是否满 6个月，以前年度的所有递延分配额度与其他未发生变动的激励对

象以同等条件进行发放。在死亡之日已经发放的超额利润分享所得，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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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并由继承人继承。 

2、激励对象出现下列情况之一，不得继续参与超额利润分享兑现，

当年分配额及递延分配额均不再支付： 

（1）个人绩效考核不合格； 

（2）违反企业管理制度受到重大处分； 

（3）因违纪违法行为受到相关部门处理； 

（4）对重大决策失误、重大资产损失、重大安全事故等负有责任； 

（5）本人提出离职或者个人原因被解聘、解除劳动合同； 

（6）集团公司单位认为其它不得继续参与超额利润分享兑现的情况。 

（二）终止实施条件 

公司出现以下情况之一，应终止实施《超额利润分享方案》： 

1、当年出现亏损； 

2、出现重大风险事故、重大安全及质量事故或违规违纪等情况； 

3、出现主审会计师事务所对企业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保留意见、否定

意见、无法表示意见等非标准审计意见或其它对财务信息公允性产生重大

影响的情况； 

4、经营性现金流为负或者对企业日常经营活动开展产生重大负面影

响的情况； 

如经查实存在兑现年度故意违反会计政策或财务制度、弄虚作假等

行为的，除应及时终止实施《超额利润分享方案》外，还应对相关行为发

生期间相关人员已兑现的超额利润分享所得予以追索扣回，并按照有关规

定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八、监督管理 

建立健全对超额利润激励机制的监督体系，公司党委、股东大会、董

事会、监事会等法治主体以及纪检、财务、审计等机构根据职责分工，做

好监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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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内实行超额利润激励单位，如经查实存在兑现年度故意违反会

计政策或财务制度，弄虚作假等行为的，除终止实施本方案外，还将对相

关行为发生期间相关人员已兑现的超额利润激励所得予以追索扣回，并按

照相关规定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公司成立超额利润激励领导小组： 

组长：董事长 

副组长：总经理 

成员：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总会计师、总经理助理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企业管理部，公司各职能部室为成

员单位。 

 

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2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