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硬碰硬”砸掉吃财政“闲饭”的碗

中央编办副主任王峰日前接
受媒体采访，详解十八届三中全会
行政体制改革亮点，其中提到各地
各部门应严格按照规定设置机构、
配备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在核定
的行政编制和领导职数内配备人
员。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减少吃财
政“闲饭”的人。

严控财政饭，无疑是深化行政
体制改革的重要抓手。如果能啃下
这块硬骨头，一些机关单位机构臃
肿、人浮于事的弊端就有望得到根
除。同时，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
所遇到的阻力也会相应减小，进而
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可以说是官

民两利。
目前吃财政饭的，除了公务

员，还有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人群
和部分事业单位人员。自改革开放
以来，虽已多次精简机构，财政供
养人员的数量依然快速膨胀，已经
成为政府财政支出的沉重负担。当
然，“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负担
最终还是要落在人民的肩上。财政
供养人员不断增加的原因有很多，
既有编制管理的不科学，更有一些
地方和部门不遵守编制纪律，违反
法律法规和政策。在一些地方和部
门，只要增加某一方面的职能和工
作，首先要做的就是建机构、要编
制、增人员。一项工作设置一个部
门，职能交叉，利益冲突，最终结果
是机构膨胀了，而效率下降了。现
在，一方面是机关单位里吃财政

“闲饭”的人太多，另一方面是在社

会保障、科研、教育、医疗卫生、文
化等公共领域里财政投入“欠账”
太多，大大影响了人民生活质量。

尽管本届中央政府早就明确
提出，要严控地方政府机构编制总
量，确保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
但是在一些地方仍然有不少人为
吃财政“闲饭”不择手段。日前网上
举报反映，湖南永江县多名县级领
导干部为让子女亲属进入事业单
位，不惜采取伪造档案的手段，当
地县政府证实其中七人已被清退。
这或许只暴露了冰山一角。因为财
政饭越来越吃香，一些掌握编制的
人已经把它变成了巩固利益同盟
的纽带，你录用了我的子女，我也
不会亏待你的子女。越是到基层，
编制的失控越是惊人，一些乡镇干
部数量惊人，更有不少地方“吃空
饷”已成潜规则。财政供养规模已

经超出了当地经济发展和财力水
平能够承担的范围，随之而来的就
是权力乱伸手，以乱收费和乱摊派
等扰乱市场。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
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
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要想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
定性作用，必须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
界，划清行政编制和事业编制的界
限。在此基础上强化机构编制的刚性
约束，加大对违法违纪现象的惩处力
度。这不可避免地要触及一些既得利
益群体，对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也可
能会遇到消解和阻挠。吃财政“闲饭”
的人太多，这个实质问题早晚都得解
决，三中全会既已对全面深化改革敲
定时间表，有关部门应该拿出硬碰硬
的态度，尽快解决这个让人民感到
异常沉重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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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劝退“鼠标少年”，校方哪来的压力

曾因发帖被刑拘的甘肃张家川
县15岁少年杨某，再次遭受了打击。
18日一早，他所就读的学校以各方
面压力太大为由，禁止他进入教室。
当日甘肃省教育厅做出回应，称已
责成天水市教育局立即核查，保证
杨某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对于公众而言，杨某的另一个
名字更加为公众所熟知，那就是“鼠

标少年”。这个只有15岁的初中生，
在今年9月因为发微博质疑当地一
非正常死亡事件，而遭到了当地警
方的刑拘，后改为行政拘留。被释放
后，他于10月底选择转学到天水市，
但新的学校生活只持续了二十天。

关于杨某退学的原因，校方并
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只是说
校方“压力太大”。如此含糊其辞的
解释，显然难以服众。

于理来说，杨某属于未成年人，
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根据义务
教育法相关规定，“对违反学校管理
制度的学生，学校应当予以批评教

育，不得开除。”而校方一句“压力太
大”便将杨某拒之门外，首先在程序
上就站不住脚。于情来说，将杨某从
舆论漩涡中搭救出来，给他一个安静
的教育环境，也是学校义不容辞的任
务。有了所谓的“压力”，就把一个孩
子拒之门外，实在是有悖于师德。

也许，我们更应该追问一下，究
竟是什么样的压力让校方做出了这
样的决定？这或许才是事情的关键
所在。不久之前，杨某及其代理律师
向当地检察院控告该县公安局涉嫌
刑讯逼供，后来又向公安局提交了
请求撤销行政拘留决定的复议书。

这一连串的动作，也许让当地一些
人感受到了压力，不过此“压力”与
校方所说的“压力”是否有密切的联
系，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答
案。

即便杨某之前的行为确有过错
之处，但被警方拘留处理之后，他已
经付出相应的代价。被释放之后，无
论接受教育还是提起控告，都是法
律赋予他的权利。因为一些说不清
道不明的“压力”，就让他没书可读，
是对法治精神的一种践踏。如果这
种“压力”也能成气候，那么公众心
头的“压力”只会越来越重。

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李康宁

□刘尚希

从改革财税制度的具体细节
来看，改进预算管理制度的内容
相当丰富，而且不少是突破性的
改革。除了提出预算要全面规范
公开透明之外，在预算审核、重点
支出、预算平衡机制、财务报告、
债务管理、转移支付等等方面都
提出了改革新举措。

例如在预算审核方面，将审
核重点从平衡状态、赤字规模转
向支出与政策，以解决“顺周期”
的问题。如果把审核重点始终放
在收支差额上，将导致政府的顺
周期行为，在经济热的时候，财政
收入增长快，倾向于少收，或扩大
开支；而在经济冷的时候，财政收
入增长慢，怕收支不平衡和扩大
赤字，反而尽力多收或减少开支。

这样一来，政府财政行为不但不
能熨平经济波动，反而是不由自
主地强化了经济波动。

在完善税收制度方面，对重
要税种，如增值税、消费税、个人
所得税、房产税、资源税、环境税
都释放出了十分明确的改革信
号，其中每一个税种的改革涉及
面都很广泛，牵涉到国家、企业和
个人利益，具有很强的辐射力。“营
改增”要让营业税全面退出，用增
值税取而代之，其减税效应显著，
静态计算总计应有几千亿元的规
模。消费税扩大范围，有利于发挥
其调节生产、消费的功能，也有助
于调节分配差距。个人所得税扩大
综合征收范围，缩小分项征收范
围，有利于税收公平原则的落实。

(作者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
究所副所长)

税收制度改革平衡各方利益

“决定”指出：“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
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
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
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葛一起学“决定”

11月15日，在武汉市江岸区一个花鸟市场，附近
某村的工作人员指挥车辆将渣土倾倒在其门口，并
将阻拦的市场工作人员掩埋，导致多人受伤。据市场
人员介绍，埋人指令是由村里一名副书记下达的。

(据《南方都市报》) 漫画/勾犇

当街“活埋”

葛一语中的

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人才、市
场化人才依然欠缺，在全球市场
经济领域里能够打胜仗的人才确
实不多。

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认
为，中国企业要想走向国际化，人
才储备比什么都重要。

最难的一点是行政部门的割
据，各家把各家的管辖范围当成
自己的家产，各家把各家的数据
当成自己的财富，不与别人分享，
所以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部
门，比如体改领导小组。

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认为，
建立房产、信用等基础信息统一

平台，关键要打破行政部门割据
的局面。

妇幼保健院的一个院长，他
说这回政策一放开以后，肯定是
大量的高危人群要生育，而且集
中生育，他说我们医院根本承受
不了。以后预计就需要很多钱，我
们还是应该多做一些准备。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乔
晓春认为，“单独两孩”政策放开，
社会应当充分做好准备。

□戈金

京沪高铁在修建过程中，为避
让明皇陵多花了2 . 3亿元，多建了近
6公里的桥梁，多挖了285米隧道。日
前，京沪高铁徐州至上海段总设计
师、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总工程师
王玉泽，公开披露了这组数据。(11

月18日《长江日报》)

近年来，在如火如荼的城市现
代化建设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诸
多富有历史意义和纪念意义的建筑
物在利益驱使下灰飞烟灭，令人扼
腕叹息。京沪高铁在修建过程中避
开了明皇陵，让这蔚为壮观的皇陵

建筑群总算得以保全。
然而，多花了整整2 . 3亿元的代

价同样令人扼腕。明皇陵是地上建
筑，且规模庞大，为何工程建设之初
没有在规划时考虑避让呢？如果前
期规划得当，何至于多花掉2 . 3亿
元？由此可见，一方面我们要强调

“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发生冲突
时的“避让”原则；另一方面，工程规
划建设要坚持法制化，方案评审要
阳光化、透明化。工程规划建设中的
监督管理必不可少。

法规的执行，不能寄希望于决策
者个人的觉悟，而应该通过应有的程
序，纳入公众视野，做有效的监督。如
果此事能够早一些进入阳光下，那么
皇陵或许就不会因“劫后余生”而感
到幸运，多花的钱也许能少一些了。

高铁与皇陵本不应“狭路相逢”

葛公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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