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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five factors, such as salary level, salary system equity, welfare 
and bonus, job stability, future position and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on salary satisfaction,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206 employees of Mongolia government and non-government 
departments. All these factors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compensation satisfac-
tion, but the influence of job stability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Gender does not affect the salary sa-
tisfaction. It shows that there is no subjective gender discrimination in Mongolia. In the govern-
ment departments: age,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do not affect the salary satisfaction; and the 
tenure will affect the salary satisfaction. In the non-governmental sector, the opposite is true. 
Among the non-government departments, managers are not very satisfied with the salary satisfac-
tion, while the employees are more satisfied with the salary. The Mongolian government depart-
ment highlights seniority. The non-governmental sector pursues market efficiency, term and edu-
cation. Different measures can be taken to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of p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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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蒙古国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206位员工的调查问卷，分析工资水平、薪酬制度公平、福利

和奖金、工作稳定、未来地位发展机会等五个因素对薪酬满意度的影响。这些因素均对薪酬满意度呈现

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工作稳定的影响最为显著。性别对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的薪酬满意度都没有

影响，表明蒙古国不存在主观上的性别歧视。年龄、学历和管理层与否，只影响非政府部门的薪酬满意

度；而工作年限只影响政府部门的薪酬满意度。说明政府部门比较论资排辈、看重资历；非政府部门追

求市场效率，更注重工作的年限、学历和职位。因此，可以采取不同的措施提高薪酬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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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薪酬制度是企业用来吸引和留住人才最重要的办法。员工的薪酬满意度越高，他们的工作激励越强

[1]。薪酬是蒙古国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员工都比较关心和敏感的话题。蒙古国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

薪酬差距很大。政府部门的公务员主要包括：政治公职人员、行政公职人员、特殊岗位公职人员、普通

服务公职人员。根据《蒙古国政府 2014 年第 332 号》规定，蒙古国从 2014 年 10 月 1 日调整后的特殊岗

位公职人员的工资水平，最低月工资为 371,016 图格里克(合人民币 1060 元)，最高月工资为 894,211 图格

里克(合人民币 2554.8 元)，最高月工资是最低月工资的 2.4 倍。而企业人员最低月工资为 574,080 图格里

克(合人民币 1640 元)，最高月工资为 3,626,000 图格里克(合人民币 10,360 元)，最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

6.3 倍。总体来看，蒙古国政府部门员工的薪酬水平较低，但工作压力相对不大；而非政府部门薪酬水平

较高，但工作压力较大，这使得整个国家的员工薪酬满意度较低，已经成为蒙古国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

之一。 
蒙古国薪酬满意度的研究起步较晚[2]。并且很少有学者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地梳理。本文借鉴

西方发达国家和中国学者的研究模型，构建了影响薪酬满意度的理论模型，通过问卷数据深入剖析了蒙

古国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薪酬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 

2. 薪酬满意度研究综述 

西方发达国家学者对薪酬满意度的研究已经相当成熟，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1) 薪酬满意度的模式

研究。如早期的研究主要有：Adams (1965) [3]、Lawler (1971) [4]、Heneman 和 Schwab (1979) [5]；近期

的代表性研究，如DeGieter和Peperman (2010) [6]、DeConinck和Stillwell (2004) [7]、Kessler和Heron (2006) 
[8]等。2) 员工薪酬满意度的测量。在国外研究满意度的案例中，明尼苏达工作满意问卷、薪酬满意度问

卷被引用的次数最多，使用范围非常广泛，问卷中薪酬满意度的测量项目主要为：企业薪酬水平、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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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政策、企业薪酬管理和企业薪酬支付方式等(Judge and Welboume, 1994) [9]。3) 薪酬满意度的影响因

素。Fong 和 Skaffer (2003)提出了一个概念性的研究框架，探究员工薪酬满意度的维度和决定因素，通过

检验发现显著的维度之一是团队激励计划的满意度。而员工薪酬满意度的重要决定因素则包括程序公平

性、绩效付酬的知觉性。员工薪酬满意度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往往会受到个人性格特征、情绪变化、情

感倾向等个人体验的主观影响[10]。 
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已经进行了详尽的研究。许多研究者都认为，应该把组织公平纳入到薪酬满意

度的研究中，作为薪酬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比如于海波和郑晓明(2013)提出了薪酬满意度形成的一个关键

的动力机制：比较-公平-薪酬满意[11]。周文斌等(2013)认为薪酬水平满意度、福利满意度、提升满意度

以及管理/结构满意度与员工总体敬业度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12]。陈晓静和贾琛珉(2013)建立薪酬-
工作满意度-工作绩效模型，证明薪酬满意度在中间的相关性，也为各企事业单位如何运用好薪酬来提高

员工的工作绩效提供参考依据[13]。胡艳和许白龙(2015)探究薪酬满意度对员工安全行为的影响，员工薪

酬满意度、组织安全行为均对员工安全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14]。综上所述，学者们提出的员工工作满意

度的影响因素可概括为：安全感、组织政策、薪酬福利、领导水平、公平感、成长与升迁、同事关系、

个人因素、工作环境、社会环境、参与培训等。 

3. 研究方法和研究假设 

蒙古国非政府部门的薪酬水平是很高的，而薪酬满意度并不完全取决于工资水平，工作稳定、薪酬

比较、社会报酬等一些因素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问卷调查采用自行设计的“蒙古国政府部门与非政

府部门薪酬满意度调查表”，调查表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个人基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学历、

职位、管理层、单位所属类别等。第二部分为收入状况，包括工资水平和加班工资。第三部分为薪酬满

意状况以及薪酬制度的公平性，主要是从总体的满意度感知以及公平性的三个方面(自身感觉公平、企业

内部公平和外部公平)设计的问题，考察了员工对自己的薪酬水平总体上是否满意、与同职位的其他员工

相比是否满意、与其他部门和外部相比是否满意。其中薪酬满意度采用三点量尺计分，1) 表示“非常满

意”、2) 表示“比较满意”、3) 表示“不满意”。第四部分为工作稳定情况，包括工作稳定和工作年限、

未来地位发展机会等。问卷中对员工在企业工作的年限，给出了几个年限范围：如 1 年以下、1~3 年、

3~5 年、5~10 年、10 年以上；对工作稳定的感知，采用三点量尺计分，1) 表示“非常稳定”，2) 表示

“比较稳定”，3) 表示“不稳定”；是否有提升的机会或者职业生涯的规划等问题，采用三点量尺计分，

1) 表示“经常有”、2) 表示“偶尔有”、3) 表示“没有”。第五部分为福利和奖金，包括经济福利和

非经济福利、传统节日的奖金、以及对这些福利和奖金的满意度。问卷设计的问题主要包括：企业是否

有经济福利和非经济福利，采用三点量尺计分，1) 表示“经常有”、2) 表示“偶尔有”、3) 表示“没

有”；如果有，列举出是什么福利；员工对这些福利是否满意等等，满意度采用三点量尺计分，1) 表示

“非常满意”、2) 表示“比较满意”、3) 表示“不满意”。 
统计分析采用 spss13.0 软件进行，第一部分的个人信息因素采用方差分析和 t 检验，而工资收入、

薪酬制度公平、工作稳定、福利和奖金因素对薪酬满意度相关性分析采用因子分析方法。 
为了得出蒙古国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薪酬满意度的比较研究，本文提出了以下几个研究假设： 
X1：不同主体特征(性别、年龄、学历、工作年限、管理层)对蒙古国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薪酬满

意度存在着差异； 
X2：工资收入对蒙古国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薪酬满意度存在正相关关系； 
X3：薪酬制度的公平对蒙古国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薪酬满意度存在正相关关系； 
X4：工作稳定对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薪酬满意度存在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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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5：福利和奖金对蒙古国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存在正相关关系； 
X6：未来工作地位发展机会对薪酬满意度存在正相关关系。 

4. 实证分析 

一) 基本情况描述性统计 
“蒙古国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薪酬满意度调查表”问卷发放后，回收的有效问卷 206 份，其中政

府部门 46 份(占 22.8%)，非政府部门 159 份(占 77.2%)。参加调查的蒙古国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员工的

基本情况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学历和工作年限 4 个方面，员工基本描述情况见表 1。 
二) 影响薪酬满意的个人因素分析 
1、方差分析和 t 检验 
1) 性别 
主要分析个人特征因素是否影响蒙古国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的薪酬满意度，根据这一分析结果检

验 X1 预测的假设。为了比较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男女在薪酬满意度上有没有显著性的差异，进行 t 检
验，结果见表 2 所示。 
 
Table 1. Basic description of employees 
表 1. 员工基本描述情况 

项目 基本信息 
政府部门 非政府部门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列(%) 

性别 
男 22 46.8 66 41.5 

女 25 53.2 93 58.5 

年龄 

18~25 10 21.3 31 19.5 

26~30 10 21.3 64 40.3 

31~45 20 42.6 47 29.6 

45 以上 7 14.9 17 10.7 

学历 

高中(中专)以下 8 17 25 15.7 

本科 25 53.2 97 61 

硕士和博士 14 29.8 37 23.3 

工作年限 

不超过 1 年 11 23.4 36 22.6 

1~5 年 21 44.7 85 53.5 

5~8 年 8 17 25 15.7 

 8 年以上 7 14.9 13 8.2 

 
Table 2. Differences in salary satisfaction between men and women 
表 2. 男女在薪酬满意度上的差异 

部门 性别 均值 均值差 标准差 t p 

政府部门 
男 1.91 

0.189 0.179 1.057 0.296 
女 1.72 

非政府部门 
男 1.88 

-0.035 0.103 -0.342 0.733 
女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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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 可以看出，在显著性水平为 0.05 下，政府部门的 t 值为 1.057，对应的 p 值为 0.296，大于 0.05，
因此认为政府部门男女对于薪酬满意度不存在显著性的差异；同理，非政府部门男女对于薪酬满意度也

不存在显著性的差异。 
2) 年龄 
为了比较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不同年龄的人在薪酬满意度上有没有显著性差异，进行方差分析，

结果见表 3 所示。 
由表 3 可以看出，在显著性水平为 0.05 下，政府部门的 F 值为 2.653，对应的 p 值为 0.061，大于 0.05，

所以认为政府部门不同年龄的人对于薪酬满意度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同理，非政府部门的 F 值为 4.821，
对应的 p 值为 0.003，所以非政府部门不同年龄的人对于薪酬满意度存在显著性差异。 

3) 学历 
为了比较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不同学历的人在薪酬满意度上有没有显著性差异，进行方差分析，

结果见表 4 所示。 
由表 4 可以看出，在显著性水平为 0.05 下，政府部门 F 值为 0.373，对应的 p 值为 0.691，大于 0.05，

因此认为政府部门不同学历的人对于薪酬满意度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同理，非政府部门的 F 值为 6.363，
对应的 p 值为 0.002，因此非政府部门不同学历的人对于薪酬满意度存在显著性的差异。 

4) 工作年限 
为了比较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不同工作年限的人在薪酬满意度上有没有显著性差异，进行方差分

析，结果见表 5 所示。 
 
Table 3. Differences in salary satisfaction between people of different ages 
表 3. 不同年龄的人薪酬满意度差异 

部门 年龄 均值 标准差 F p 

政府部门 

18~25岁 1.70 0.483 

2.653 0.061 
25~30岁 1.50 0.707 

31~45岁 1.85 0.489 

46岁以上 2.29 0.756 

非政府部门 

18~25岁 1.55 0.624 

4.821 0.003 
25~30岁 1.97 0.563 

31~45岁 2.18 0.639 

46岁以上 1.90 0.728 

 
Table 4. Differences in salary satisfaction of people with different educational backgrounds 
表 4. 不同学历的人薪酬满意度的差异 

部门 学历 均值 标准差 F p 

政府部门 

高中(中专及以下) 1.75 0.313 

0.373 0.691 本科 1.76 0.119 

硕士及博士 1.93 0.127 

非政府部门 

高中(中专及以下) 2.04 0.147 

6.363 0.002 本科 1.76 0.062 

硕士及博士 2.16 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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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5 可以看出，在显著性水平为 0.05 下，政府部门的 F 值为 3.609，对应的 p 值为 0.021，小于 0.05，
因此认为政府部门不同工作年限的人对于薪酬满意度存在显著性差异；同理，非政府部门的F值为2.257，
对应的 p 值为 0.084，因非政府部门不同工作年限的人对于薪酬满意度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5) 管理层与否 
为了比较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是否是管理层的人在薪酬满意度上有没有显著性差异，进行 t 检验，

结果见表 6 所示。 
由表 6 可以看出，在显著性水平为 0.05 下，政府部门的 t 值为 1.732，对应的 p 值为 0.090，大于 0.05，

所以认为政府部门管理层与非管理层的人薪酬满意度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同理，非政府部门的 T 值为

3.762，对应的 p 值为 0.000，所以非政府部门管理层与非管理层的人薪酬满意度存在显著性差异。 
汇总上述结果，见表 7 所示。 

 
Table 5. Differences in salary satisfaction of people with different working years 
表 5. 不同工作年限的人薪酬满意度差异 

部门 工作年限 均值 标准差 F p 

政府部门 

不超过一年 1.64 0.203 

3.609 0.021 
1~5年 1.62 0.129 

5~8年 2.13 0.125 

8年以上 2.29 0.194 

非政府部门 

不超过一年 1.67 0.105 

2.257 0.084 
1~5年 1.95 0.069 

5~8年 1.96 0.122 

8年以上 2.08 0.178 

 
Table 6. Differences in salary satisfaction by whether you are a manager or not 
表 6. 是否管理层在薪酬满意度上的差异 

部门 管理层与否 均值 均值差 标准差 t p 

政府部门 
是 2.10 

0.370 0.214 1.732 0.090 
否 1.73 

非政府部门 
是 2.33 

0.511 0.136 3.762 0.000 
否 1.82 

 
Table 7. The impact of basic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n salary satisfaction in government and non-governmental sectors 
表 7. 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个人基本特性对薪酬满意度的影响 

 
薪酬满意度 

政府部门 非政府部门 

性别 没有影响 没有影响 

年龄 没有影响 有影响 

学历 没有影响 有影响 

工作年限 有影响 没有影响 

管理层与否 没有影响 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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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薪酬满意度，按性别、年龄、学历、工作年限、管理层与否等个人指标不同的影响，初次预测

即不影响，反预测即提出会影响的统计预测，进行分类分析，并做出了统计证据。分析结果：性别对政

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都没有影响薪酬满意度的作用，蒙古国男性和女性在薪酬满意度上没有明显的差异，

如果我们假定薪酬满意度取决于工资水平、福利状况、工作的稳定、职业发展，说明在某种程度上，男

性和女性在这些方面不存在着人为的或是主观上的歧视。即使是工资差异造成了满意度不同，这种差异

应该是客观上的，如工作岗位和能力水平的实质差异，也就是说至少在人为感知的层面上不存在着性别

歧视。对于年龄、学历和管理层与否方面，不影响政府部门的薪酬满意度，但会影响非政府部门的薪酬

满意度；对于工作年限方面，会影响政府部门薪酬满意度，但不影响非政府部门薪酬满意度。特别的是

在非政府部门高层经理对薪酬满意度并不是很高，而普通员工对薪酬满意度较高。原因可能是职位越高、

压力越大，降低了薪酬的满意度。总体来看，在非政府部门里比较注重市场效率，工资、福利和晋升机

会往往与员工的年龄、学历和职位密切相关；而在政府部门，比较注重论资排辈，薪酬和福利水平等主

要与工作年限挂钩。因此，工作年限越长的，薪酬满意度越高。 
2、相关分析 
样本相关性分析，主要是指对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变量之间所具有的相关性进行统计、分析与研究。

由于任何两个随机变量之间所存在的相关性，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够根据各个分变量自身所具有的期望

值、方差等做出详细、准确的说明，因此必须通过方差方法对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充分的描述。采

用方差进行变量关系的描述，需要采用 X 和 Y 进行相关程度大小的描述。因此，在对各个变量之间的相

关进行分析与研究时，通常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对线性相关程度进行描述，设定相关的系数为 r，则

当 0 < r < 1 时，证明 X 与 Y 之间存在的关系为正相关关系，而且数值越近 1 时，代表正相关性越明显；

当−1 < r < 0 时，代表 X 和 Y 之间存在的关系为负相关关系，且数值越接近−1 时，代表负相关关系越明

显。 
对于蒙古国政府部门与非政部门薪酬满意度的 X2、X3、X4、X5、X6 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 8。 
表 8 为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工资水平、工作稳定、薪酬制度公平、福利奖金与工作地位发展计划

和薪酬满意度的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出，在显著性水平为 0.01 下，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工资水平、工

作稳定、薪酬制度公平、福利奖金与工作地位发展计划和薪酬满意度均呈现显著的相关关系。 
3、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是确定两种或两种以上变量之间相互依赖定量关系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根据相关分析结

果，明确变量之间的关系，可进行回归分析。 
以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的工资水平、工作稳定、薪酬制度公平、福利奖金与工作地位发展计划为

自变量，薪酬满意度为因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9 所示。 
由表 8 可以看出，对于政府部门，只有“工作稳定”的回归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对其他因子(工

资水平、薪酬制度公平、福利和奖金、未来工作地位发展机会四个因素)无法进行回归分析。对于非政府

部门，“工作稳定”、“薪酬制度公平”和“福利和奖金”的回归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对“工资

水平”、“未来工作地位发展机会”这两个因素无法进行回归分析，以通过回归系数的方面为自变量，

重新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10 所示。 
从表 10 可看出，政府部门中影响薪酬满意度的方面有“工作稳定”，且薪酬满意度和工作稳定的回

归方程为： 
Y1(薪酬满意度) = 0.924 + 0.452*X4(工作稳定) 
即在其他条件不变下，工作稳定每提高一个单位，薪酬满意度提高 0.452 个单位。 
非政府部门中影响薪酬满意度的方面有“工作稳定”、“薪酬制度公平”和“福利和奖金”，且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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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8. Correlation analysis 
表 8. 相关分析 

 工资水平 工作稳定 薪酬制度公平 福利奖金 工作地位发展计划 

政府部门 薪酬满意度 Pearson相关性显著性(双侧) 
0.543** 0.575** 0.352** 0.391** 0.595**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非政府部门 薪酬满意度 Pearson相关性显著性(双侧) 
0.380** 0.482** 0.576** 0.339** 0.372**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注：**表示在 0.01 水平下相关。 
 
Table 9. Regression results 1 
表 9. 回归结果 1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B 标准误差 试用版 

政府部门 

常量 0.212 0.250  .848 .402 

工资水平 0.135 0.083 0.211 1.638 .109 

工作稳定 0.293 0.093 0.372 3.138 .003** 

薪酬制度公平 0.098 0.106 0.108 .923 .361 

福利和奖金 0.120 0.117 0.128 1.029 .310 

未来工作地位发展机会 0.220 0.135 0.232 1.635 .110 

非政府部门 

常量 0.245 0.157  1.565 .120 

工资水平 0.046 0.033 0.094 1.371 .172 

工作稳定 0.216 0.071 0.221 3.034 .003** 

薪酬制度公平 0.399 0.065 0.406 6.141 .000** 

福利和奖金 0.131 0.051 0.161 2.546 .012** 

未来工作地位发展机会 0.084 0.066 0.087 1.277 .203 

 
Table 10. Regression results 2 
表 10. 回归结果 2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B 标准误差 试用版 

政府部门 
常量 0.924 0.202  4.575 .000 

工作稳定 0.452 0.096 0.575 4.709 .000 

非政府部门 

常量 0.312 0.151  2.072 .040 

工作稳定 0.280 0.063 0.286 4.416 .000 

薪酬制度公平 0.430 0.063 0.438 6.823 .000 

福利和奖金 0.145 0.051 0.178 2.872 .005 

 

酬满意度和工作稳定、薪酬制度公平以及福利和奖金的回归方程为： 
Y2(薪酬满意度) = 0.312 + 0.280*X4(工作稳定) + 0.430*X3(薪酬制度公平) + 0.145*X5(福利和奖金) 
即在其他条件不变下，工作稳定每提高一个单位，薪酬满意度提高 0.280 个单位；薪酬制度公平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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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一个单位，薪酬满意度提高 0.430 个单位；福利和奖金每提高一个单位，薪酬满意度提高 0.145 个单

位。 

5. 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蒙古国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 206 位员工的调查问卷以及统计学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和建议。 
1、个人因素对蒙古国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薪酬满意度的比较分析 
本文采用 spss13.0 软件的方差分析和 t 检验分析结果，检验个人指标(如性别、年龄、学历、工作年

限、管理层与否等)对薪酬满意度的不同影响。结果表明：性别对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的薪酬满意度都

没有影响；而年龄、学历和管理层与否方面，不影响政府部门的薪酬满意度，但会影响非政府部门的薪

酬满意度；在工作年限方面，会影响政府部门的薪酬满意度，但不会影响非政府部门的薪酬满意度。在

政府部门，工作时间较短或是刚毕业的年轻员工薪酬满意度较低；而工作时间较长、年纪较大的员工薪

酬满意度较高。在非政府部门，本科生或是年轻的员工薪酬满意度较低；而研究生毕业或是年纪较大的

员工对薪酬满意度较高。比较特别的是，在非政府部门高层经理对薪酬满意度并不是很高，而普通员工

对薪酬满意度较高，原因可能是职位越高、压力越大，降低了薪酬的满意度。说明在蒙古国政府部门比

较论资排辈、看重资历；非政府部门追求市场效率，因此工作的年限、学历和职位对员工的薪酬和职业

发展有重要的影响。性别对满意度并没有明显的差异，说明在蒙古国没有主观上的性别歧视。政府部门

和非政府部门薪酬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不同，可以分别采取措施提高薪酬的满意度。 
2、工资水平、薪酬制度公平、福利和奖金、工作稳定、未来地位发展机会等五个因素对薪酬满意度

的影响 
运用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的工资水平、工作稳定、薪酬制

度公平、福利奖金与工作地位发展计划对薪酬满意度均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可

以看出，工作稳定对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的薪酬满意度具有同样的影响，而且工作稳定具有显著性影

响。对于非政府部门，除了工作稳定以外薪酬制度公平、福利和奖金都会有影响。 
总体来看，政府部门薪酬满意度比非政府部门薪酬满意度要低。政府部门总体上工资水平较低，但

工作压力不是很大，工作比较稳定。在政府部门工作年限较短的员工薪酬满意度较低，随着工作年限的

增加，工作激励工资和普级激励工资越高，薪酬的满意度也越高。决定非政府部门薪酬满意度的重要因

素为年龄、学历和管理层与否，非政府部门虽然工资很高，但工作压力很大、工作不稳定，高层经理和

普通员工的薪酬差别很大，但并不是高层经理的满意度更高，说明非政府部门薪酬制度方面还不够完善。

因此，蒙古国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应完善薪酬制度，以提高员工的薪酬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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