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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如何改革？12月19
日，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接受
记者专访时表示，无论是养老还是医疗，很多事业
单位包括机关的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正在稳步推进，
其人员与企业职工一样逐步参加了各类社会保险，
“双轨制”终将合并统一。（12月20日《新快
报》）

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与企业人员在养老、医疗社
保待遇等方面存在的“双轨制”为公共舆论关注良
久。像在养老“双轨制”制度下，机关事业单位人
员在长达30年的时间内全部让纳税人为其缴纳养老
保险，而退休金却拿得高；企业退休人员自己缴纳
养老金，退休金却低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这

显然是不公平的。
既然是不公平的养老制度“双轨制”，造就了

不公平的退休金数额；那么，欲实现“退休金”待
遇公平，就必须先设计出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

其实，在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中，社会保障是
最重要的一块。按照公共服务的本义，它应该是面
向一个国家所有社会成员无差别的服务；换言之，
社会保障应该尽可能做到覆盖所有人，并且每个人
享有的社保是一视同仁的。此乃由社保这一制度本
身的普惠性和公平性所决定。

最近媒体报道，截至2011年底，全国31个省区
市中，已有24个省市取消公费医疗制度，全部参加
职工医保。笔者认为，公费医疗向职工医保并轨已

然迈出了公平的一步。那么，为保障社会的公平正
义，养老保险也应该尽快和企业的养老保险并轨，
以体现制度公平——— 以公平正义为特征之一的和谐
社会，政府不仅仅是要从强势者那里分一块蛋糕给
弱势者，更应该改变蛋糕的分配规则。

邓小平同志曾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
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
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目前，养老制度
“双轨制”凸显出养老金待遇差距，进而导致贫富
差距过大等弊端，与我们致力于达到的公平正义目
标是不相符合的。显然，这就需要我们重新以正义
的视角来审视我们社会的保障制度安排，加快改革
步伐，推进制度公平建设。

当下，《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
“在试点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推动机关事业单位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我以为，这个方向是可以期
待的，但要认识到，公务员退休制度改革只能有一
种路径，那就是与社会保险制度接轨，拉平与企业
职工的待遇，否则就是不公平不公正。

需要注意的是，机关事业单位社保制度改革工
作要尽快缩短试点时间。既然社保制度能适用于企
业人员，让公务员交社保也天经地义，并无不妥，
更不存在管理上的难度，政府部门应该尽快采取举
措推动养老“双轨制”合并统一，既要抓紧制订改
革的路线图，又要有明确清晰的时间表。

河南省许昌市东城区拆迁领域六十余人相
继被批捕、起诉，涉案人员以拆迁之名“团购”了
当地拆迁事务，贪污、受贿金额动辄数百上千万
元。正是因为外部监督的缺位，才使得集体贪腐
易如反掌。公开的“阳光”照不进来，产生的必然
是见不得人的勾当。更可怕的是，黑幕越积越多，
即使有人想监督，也会因为得不到积极的回应而
失去信心。因此，要想杜绝“组团贪腐”，加大公开
力度才是正道。让权力在公开的“阳光”下运行，
才能从根子上消除腐败行为的产生。

弥补养老金缺口不是数学题

2011年养老金收不抵支的省份有14个，收支
缺口达767亿元。弥补养老金亏空，不是一道数学
题，而是对公平的测试。从这个角度说，养老金制
度的改革抓手，不是账目的损益，而是公平的损
益。后者做好了，前者就会优化，亏空就有望弥
补。而解决之路，既需要政府这只手，更应借助市
场这只手。从政府的角度讲，在以每年约10%的
幅度提高养老金的同时，需要着力解决财富合理
分配的问题。而市场这只手可以做的是，将现有
养老金结余转化为长期战略资本，进行合理的、
安全性较高的投资，增加收益率。

自主招生“同日考试”有损学生利益

三大自主招生联盟“华约”“北约”和“卓越联
盟”，“撞车”般地将自主招生的笔试时间定在明
年3月2日。这样的考试设计无疑使竞争变得狭隘
化，有损学生的切身利益。笔试和面试同一日举
行，这其实是一种具有排他性的“忠诚测试”，极
大地限制了学生的选择权。高等教育要以学生发
展为最重要的价值，拓宽而不是收紧学生的选择
面。不要为了所谓的忠诚度减少学生的机会，从
而也减少自己招录更多人才的可能性。

问题官员复出当有“复出制度”

广东中山市农业局在“公考改分案”中被严
重警告、记大过并免职的局原党委副书记、副局
长何金寿日前复出。问题官员的复出，应该符合
什么样的条件，应该做出怎样的限制，应该遵循
怎样的程序，至关重要。但是，目前的制度安排，
要么是“适当安排”、“酌情考虑”，弹性空间太大，
缺乏评判标准；要么是“制度空缺”，没有规定可
循，于是问题官员复出“失范”频现。既然“符合规
定”成了问题官员复出争议的挡箭牌，那么，就需
要思考目前的制度规定，及时完善官员复出制
度，给相关漏洞打上“补丁”，避免问题官员复出

“失范”继续。
（大众网 王晓亮 辑）

江苏苏州的药商近日称，当地医改试点医院要求他们按
销售额5%到20%的比例“返点”，药商先把钱“捐”给当地
慈善基金会，慈基会再把钱划给卫生局，卫生局最后将把钱
分配给医院。公开资料显示，当地政府部门统一安排了医院
和药商的谈判，要求药商返利。医院工作人员称，医院向药
商要钱，是因为政府拨款不足。(12月1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

药商“返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药商向医院推销药
品，须私下给相关人员红包、回扣，这向来是医疗行业通行
的“潜规则”。苏州的“奇特”之处在于，将这种见不得人
的“潜规则”变成堂而皇之的“明规则”，将这种违法犯罪
行为公然变成政府部门主导的行为，政府部门不打击医药回
扣，反而极力怂恿之，并试图将其“合法化”。政府部门和
医院联手，药商只能乖乖就范，说是谈判，其实根本没有商
量的余地——— 你不返利，人家不用你的药啊。

众所周知，实行“医药分开”是医改的重头戏，即取消
医院药品加成，降低药价，同时提高“医价”(医疗服务价
格 )，以弥补医院收入上的损失。苏州市医改试点医院的
“医价”提上去了，但仍念念不忘要从药品中渔利，不允许
药品加成，他们便转而向药商索要返利，返利比例与药品加
成大致相当。如此，“医药分开”不只是让医院“旱涝保
收”，而是让他们凭空多了一份收入。

苏州市的情况无疑给“医药分开”改革提了一个醒：医
院的逐利冲动并不会因“医价”提高而收敛，他们还在千方
百计打药品的主意。一些地方所搞的“医药分开”改革，其
实是一种伪改革、真创收，改革的真正目标不是减轻患者负

担，而是趁机大捞一把，增加医院的收入。同时，一些地方
政府也把医改当作“卸包袱”的契机，不愿增加医疗支出，
对医院的财政补贴甚至不增反减。富庶的苏州市出现这种情
况，让人尤其失望和痛心。

随着“医药分开”改革逐渐铺开，有关部门应着力防止
一些地方和医院钻空子。如果老百姓的医疗负担不能切实减
轻，那么此轮医改有可能重蹈过去医改失败的覆辙。

内蒙古某县城以温泉著称，分
管外宣工作的副县长对记者说，
有一天，他接待了十来批客人，大
多数来的人都要体验一下当地的
温泉，他一天陪洗了8次，整个人都
快泡虚脱了。(12月20日《京华时报》)

副县长一天要陪客人泡8次温
泉，这样的新闻恐怕很多人见惯不
怪。对于副县长颇为“痛苦”的表
述，一些网友给予了“理解”，认为
在当今社会，接待也是一项重要的
工作。比如，有些地方甚至提出了

“接待也是生产力”口号。
在很多地方，陪同吃喝、接待、

参观等，都是基层官员必备的工作
“程序”。这其中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为了走关系、拉感情、表谢意，
单位与单位之间、上级与下级之
间，需要加强沟通，增进感情；二是
年底了突击花花钱。比如，年底了，
有的单位预算还没花完，再不花就
都没了，抱着不花白不花的心态，
让一些单位想方设法以考察、调研
的名目组织外出；三是各种检查验
收。一些上级机关打着检查验收的
旗号到基层，也是在借检查验收的
机会外出放松放松。

接待理由虽然十分充分，但每
天泡8次温泉，一天吃4次早餐，一

天喝5顿大酒等做法，还是违背了
工作常规。这种做法，说句不客气
的话，也是“仔卖爷田不心疼”，大
把大把花公家的钱不在乎。除了铺
张浪费，也反映出作风问题。比如，
那么多的上级机关和领导“一窝
蜂”地到基层，是不是一种“添乱”？
所谓的调研、检查、验收等，到底有
没有计划性、针对性？如此让那些
接待的官员整日忙于接待应酬，还
有多少心思能够用在工作上？

一个副县长一天泡8次温泉的
接待经历，或许是许多基层官员接
待繁忙景象的一个“缩影”，但却揭
示出接待“猛于虎”这个事实。我们
无法准确统计全国各地每年接待
到底有多少，花多少钱，但可以肯
定，大大小小的各种接待次数和费
用累积起来，绝对不会是小数目。

笔者认为，转变作风，真抓实
干，首先不妨从遏制各类接待抓
起，规范各种名目繁多的调研、检
查和验收，给基层官员减轻接待的
负担。至于怎么抓？怎么减轻基层
接待负担？我想，事在人为，只要下
决心、动真格，就没有治不了、管不
好的事情，只要坚持原则，追究责
任，就没有刹不住的接待风。

漫 画/ 李晓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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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统一”要有路线图和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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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医药分开“伪改革真创收”
□ 晏 扬

从“一天陪洗8次温泉”中

解脱出来有多难
□ 唐卫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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