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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学泽

河南省周口市开展治理
“吃空饷”，两月查出近
6000人吃空饷，财政开支超1
亿元。周口市公开的数据显
示，在自查自纠阶段，全市
共自查上报“吃空饷”人员
3902人，其中县、市、区有
3768人，市直单位有134人；

在集中检查阶段，全市已初步核查出各类“吃空
饷”人员1829人，其中县、市、区1434人，市直
单位395人。(9月11日《法治周末》)

其实，“吃空饷”事件并不是个案。早在
2012年，《检察日报》曾披露，四川、海南、重
庆、湖南、河南等7个省市共清理出“吃空饷”

人员7万多人，一年消耗财政资金达14亿元，确
实触目惊心。

时下，一些地方和单位公职人员吃空饷问题
屡屡曝光，老百姓对此深恶痛绝，责难之声更是不
绝于耳，然而，吃空饷依然痼疾难除。吃空饷固然
暴露了监管漏洞，但更暴露了一些管理者作风的
虚浮。如果每一个负有责任的监管者都能人尽其
责，定期检查、明察暗访、认真核对，吃空饷者总会
露出马脚。可怕的是，很多部门的管理者“崽花爷
钱不心疼”，对吃空饷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
至拿纳税人的钱、拿国家的钱作顺水人情，与吃空
饷者一起弄虚作假。

吃空饷既增加了国家和老百姓的经济负担，
也让政府形象大打折扣。事实上，“吃空饷”痼

疾之所以久治不愈，一个重要原因是制度缺失。
一方面，一个单位的编制人数、出勤状况往往只
有单位领导掌握，由于不公开、不透明，使得群
众的监督无法进行和开展。另一方面，在一些地
方和单位，领导干部就是吃空饷的直接受益者，
班子成员利益均沾，因此往往心照不宣，更不会
互相监督。同时，相关法律法规缺位，对吃空饷
者如何定性、如何处罚，承担何种责任等，相关
规定对此均付阙如，致使对吃空饷者的清查、治
理往往半途而废，难以彻底，更难以根除，往往
不久又会死灰复燃。

对“吃空饷”现象，除了制度建设、加强监
管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实行政府财政预算公
开。一方面，堵住吃空饷的漏洞仅靠处罚吃空饷

者本人还不够，一定要彻底查处监管链条上的每
一个责任者。如果监管者在其位不谋其政、不尽
其责，甚至拿着国家的钱送人情，应予严处；另
一方面，推行政府预算公开，即政府部门的预算
开支须经过权力机关的批准，任何一项开支的确
立必须让民众参与，推行预算民主，钱怎么花，
花在什么地方，应充分尊重民众意见，必须得到
人大的授权；同时预算账目应条分缕析，明晓易
懂。

根治“吃空饷”痼疾，查摆问题决不是终
点，只有着力制度创新，对“吃空饷”问题来一
次彻彻底底的大清理、大扫除，不仅严惩“吃空
饷”人员，对允许“吃空饷”者和监督不力者也
毫不手软，才能根治“吃空饷”现象。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养老金替代
率由2002年的72.9%下降到2005年的57 .7%，到2011
年，这一数字更是降至50 . 3%。有学者认为，我国养
老金替代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并不是退休金增长速
度慢，而是近年来在职劳动者平均工资收入增长异
常迅速。(9月10日《21世纪经济报道》)

养老金替代率是指劳动者退休时的养老金领
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面对养
老金替代率过低现实问题，不反思养老金标准过低
的事实，反而将原因归咎于工资涨的太快。这种观
点是错误的。

十多年来，表面上，城镇职工工资水平的年均
增幅确实超过了养老金涨幅，显得工资上涨水平过
快导致养老金替代率降低。但是，不管工资增幅如
何，毕竟是年年有所上涨。而养老金不同，养老金并
不是年年在上涨，养老金只是进入2005年才步入增
长轨道，实现了养老金9年增。换句话说，在提高养老
金之前，养老金替代率就已经大幅度降低了，决定
了养老金替代率低的格局，即使今后养老金增幅跟
上了工资上涨速度，也改变不了养老金替代率低的
格局。

总而言之，扭转养老金替代率低格局，不是要
降低工资上涨速度，而是要补齐养老金历史欠账，
增加财政投入力度，加快养老金上涨幅度，同时提
高劳动者工资涨幅，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劳动者和退
休人员的基本生活水平。

9月11日《广州日报》报道，2013年8月
16日，陈先生把他的别克座驾停在了新港路
边，当他去取车时却发现，车牌竟然不见
了。正纳闷之际，陈先生发现，车前挡风玻
璃上留下一张字条：“想要回车牌，把车牌
号发短信到137××××××××，我只要
300元帮儿子交学费。”

根据线索，办案警察于8月22日晚在海
珠区南洲路成功将嫌疑人祝某抓获。祝某交
待，他赌博输了20万元后想赚快钱，盗走车
牌后留字条称“只要300元帮孩子交学
费”，1个月内偷了6个车牌，敲诈了500元
后就落网了，他交代说根本没孩子，只是忽
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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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富余劳动
力向城市转移的步伐也在加快。然而，由于文化
素养不高，技术技能水平较低，农民工就业主要
分布于建筑业、采矿业、第三产业和其他产业链
低端或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农民工要尽快融入城
市，技能培训是必须迈过的一道门槛。

应当看到，广大农民工在用自己的劳动为城市
发展做贡献的同时，也面临着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的
突出问题。他们普遍由于从事低端工作，收入水平
低，难以实现在城镇安家落户的愿望。他们要从低
端迈向高端，加大培训是提升素质的必由之路。然
而，我国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领域还有诸多短板。
如培训参与度低、培训市场机制不健全、培训经费
不足，目前我国农民工接受培训的比例不足30%，
与一般发达国家90%的比例存在差距。

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背景下，做好农民
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工作，首先应当充分发挥市场
机制作用。如在资金筹措、培训机构建设、生源
组织、过程监管、效果评价等方面，鼓励行业、
企业、院校和社会力量参与农民工培训。要坚持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建立培训与就业紧密衔接的
机制，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岗位需求，及时
调整培训课程和内容，重点加强建筑业、制造
业、服务业等吸纳就业能力强、市场容量大的行
业的农民工培训。还应组织开展灵活多样的订单
式培训、定向培训，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
性，开展实用技能培训，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就

近转移就业。
加强农民工技能培训，应充分利用和优化配

置现有教育培训资源，共建共享共用，提高培训
资源利用效率，新增农民工培训资源要重点投向
欠发达地区和薄弱环节。应规范农民工培训机构
管理，制定农民工培训机构资质规范，面向全社
会选择农民工培训机构，确定其承担的培训项目
和工种，并向社会公开发布。加强农民工培训专
兼职师资队伍建设，鼓励高校毕业生和各类优秀
人才到基层农民工培训机构服务，加强公共就业
服务信息网络建设，建立培训资源数据库，提供
统一高效、互联互通的农民工培训信息，提高农
民工培训教学和管理的信息化水平。

此外，也要建立完善培训资金管理制度。应
将农民工培训资金列入财政预算，进一步加大农
民工培训资金投入，并按照统筹规划、集中使
用、提高效益的要求，统筹使用中央和省级财政
安排的各项农民工培训资金；进一步完善农民工
培训补贴政策，科学合理地确定培训补贴基本标
准，并根据实际情况定期予以调整；加强对农民
工培训资金的管理，明确申领程序，严格补贴对
象审核、资金拨付和内外部监管；建立健全财务
制度，强化财务管理和审计监督，向社会公开培
训资金使用管理情况，接受监察、审计部门和社
会的监督；健全培训补贴资金与培训成本、培训
质量、就业效果挂钩的绩效评估机制，严肃查处
套取培训资金的行为。

常住人口加上流动人口已超1600多万人，行政
区划也从380多平方公里扩大到7400多平方公里……
伴随着城市成长，广州城管执法部门的职能在20多
年间从7项增加到如今的321项，也因此被戏称为“上
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9月11日《南方日报》）

谈起城管，很多人心情复杂。最初的城管大都
只有几项职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城管似乎成了
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就以广州市为例，20
多年前只有7项，现在已增加到了321项。

如人的精力有限一样，执法机构的精力也是有
限的。如果管得太宽泛，而且缺乏清晰的边界限定，
就很难避免执法疲劳、职权滥用现象。曾有位城管
执法人员坦承地说，“老实说，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
不清楚到底要管多少内容。”这种“小马拉大车，不堪
重负，必然带来执法的随意性。”这或会为执法者与
被执法者的冲突埋下“伏笔”。

城市要发展，秩序要维护，但将合法性“先天不
足”的城管内涵无限扩大、责任无限放大，并非是城
市管理的福音。相反，城管不是“万能药”，让城管“普
城之内，莫非我管”，或会使问题越来越多，而解决的
可能性越来越越小，执法者与被执法者的矛盾也会
越来越突出。这既不能将城管从恶名中救拔出来，
也不能令被管理者的生活舒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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