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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延迟迟退退休休可可先先女女后后男男
专家认为，重体力等特殊岗位仍应允许提前退休

“渐进式推进延迟退休
体现的是一种公平。”全国人
大常委会委员、民盟中央经
济委员会主任、民盟中央收
入分配改革调研组成员郑功
成认为，从维护社会公平和
减少震荡的原则出发，早作
筹划，小步渐进比短期内大
幅调整要好，让公众有明确
预期比糊里糊涂随大流好，
可以避免短期内大幅或大步
调整而损害一部分人的利
益，也可以避免退休年龄波
动过大对劳动力市场及劳动
者个人生活与工作安排等产

生不利影响。
何谓“渐进式”？人社部

劳动科学研究所所长郑东亮
认为，这里面有两层意思。
一方面是指还要有一个准
备期，不是说现在就要开始
实施，因为从现在来说，市
场上很大一部分的人不愿
意延迟退休，为逃避延迟退
休，甚至有人会提前退休，
哪怕扣点退休费也愿意。另
一方面是指逐步延长，真正
开始实施的话，可能一年先
延长几个月，然后通过一段
时间，比如说从60岁-65岁

逐步延长，不会一下子延迟
几年。

郑功成认为，随着人均
预期寿命的持续延长，退休
年龄的提高也应该是一种不
可逆转的趋势。从理论学术
界的主流观点看，我国退休
年龄逐渐延长，是适应人均
预期寿命延长、受教育年限
延长及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必
然选择。据预测，我国人均预
期寿命到2020年可达77岁，
2030年约80岁，2050年前后
约85岁。

对于延迟退休年龄的具

体步骤，郑功成认为，应遵循
女先男后、兼顾特殊的原则。
鉴于现行退休政策女性较男
性早5-10年的现实，基于性
别平等的需要，可以考虑先
从女性开始，逐渐缩小男女
退休年龄的差距。所谓兼顾
特殊，是指针对重体力劳动
岗位、有毒有害劳动岗位等
特殊情形，仍应允许在基准
退休年龄前提早退休，对部
分技术岗位劳动者则可以允
许在基准退休年龄之上，尊
重本人意愿继续延长其工作
时间。

“让招生和考试相对分
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不再
是一考定终身；同时减少考
试科目、不再分文理科，减少
了考试的目的性，让学生成
长更全面，这些都将破解应
试教育的死结。”山东大学高
等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志
业分析。

目前的高考体制和高校
选拔人才机制，最被诟病之
处就在于“一考定终身”。而
高校选择学生的自主空间非
常小，完全通过分数排名。大
学要发展特色、自主定位，但
在招生权力上没有自主权。

这两年，全国各省份的

高考改革方案尤其是异地高
考方案陆续出台。但过去的
经验表明，没有系统的体制
调整，单兵突进式的改革措
施看似亮点闪耀，却往往是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导致改
革变来变去地“翻烧饼”。

以英语科目的变革为
例，有的地方要取消听力，有
的要降低英语分值。种种举
措是否会导致“哑巴英语”

“聋子英语”更加盛行？是否
有助于走出英语应试教育的
误区？社会不无疑问。

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
到，评价和招生体制才是高
考改革的核心问题。

决定明确，高考招生制
度改革，将把招生自主权还
给学校，把考试组织权交给
专业机构，把学校选择权留
给学生，政府发挥宏观管理
作用，同时强化社会监督，
刘志业认为，这些机制都切
中中国高等教育的弊端，符
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和现
代大学制度的要求。

其实，《国家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在2010年就提出“招
生与考试相对分离”，但至今
尚未破题。此次，有关改革方
向及措施写进中央决定，势
必增强人们对高考实质性改

革的信心。
另外，他还强调了“减

少统考科目、不分文理科”
的进步意义。刘志业认为，
学生在高中阶段乃至大学
一、二年级不应该具体划分
文理科，这不利于人的全面
成长，反而导致部分理科学
生缺乏人文素养，文科学生
对现代科学知识发展不了
解。虽然这些改革举措在包
括山东在内的许多省市做了
多年探索，但一直缺少一个
顶层设计，此次在决定中明
确表述，将减少高考选拔的
目的性色彩，有利于高中生
更全面成长。

高高考考将将减减少少统统考考科科目目不不再再分分科科
系列改革举措有望破解应试教育死结

随着“铁路巨贪”张曙光
贿选中科院院士事件的曝
光，有关院士选拔的争议不
断，针对两院院士的学术问题
举报，也频频出现。终身制的
两院院士是否应有退休机制？
确有问题的院士是否应该清
退？此次，决定明确提出，要实
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

其实，根据现行的有关
规定，院士的称号是可以被
取消的。例如《中国科学院院
士章程》规定，当院士的个人
行为触犯国家法律，危害国
家利益或丧失科学道德，违
背院士标准，有不少于5名院
士书面提议，要求撤销其院
士称号时，由其所在学部常
务委员会受理并审议后，通
过本学部全体院士投票表

决，可做出撤销其院士称号
的决定。

但是有关院士是否需要
退休的问题，社会上曾有激
烈讨论。

“院士为什么不退休？”
类似的质问在网上铺天盖
地，即使是一些院士也持支
持态度。已故两院院士王选
曾公开表示：“人到61岁，创
造高峰已经过去，我55岁以
后就没什么创造了。”所以他
认为，千万不要把院士看成
当前的学术权威。

但也有院士指出，院士
只是一项终身荣誉，而不是
岗位，并不存在废除终身制
的问题。

其实，院士退休之所以
成为舆论争议热点，关键是

院士荣誉与优厚待遇挂钩。
我国不少省份规定，院士在
组建实验室、申请科研经费
等方面享受优先权；在生活
补助、医疗保健等方面甚至
享受副省级待遇。院士荣誉
不退休，这些待遇也就不会
退休。在这种体制的诱惑下，
通过学术造假、贿选等途径
竞选院士，自然难以禁绝。

“我们非常赞成对院士
遴选和管理体制的改革，希
望能够动真格的。”中科院院
士欧阳钟灿说，虽然我们的
现行体制从来没有提出过院
士是不会退休的，但只有真
正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机
制，才能激励更多年轻人才
成长，让院士不仅仅是一个
一劳永逸的终身荣誉，也能

鼓励院士们踏踏实实为科学
做贡献。

“社会上对院士群体非
常关注，也有一些质疑，中央
关于院士制度改革的方案十
分必要，是对现有制度的完
善，使院士制度更加符合创
新型国家的需要。”中科院院
士陈和生说。

中科院有关负责人表
示，将积极推进院士制度改
革，进一步明确遴选制度改革
的主要思路，优化推荐渠道，
强化推荐者的责任，真正实现
候选人的被动推荐；强化学术
界同行评议，加强接受社会监
督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建立有
效防范非学术因素干扰的制
度和机制；借鉴国际通行做
法，系统设计，有序推进。

院院士士退退休休关关键键要要““待待遇遇退退休休””
不少省份给院士副省级待遇

决定
原文

转变政府职能必须
深化机构改革。统筹党
政群机构改革，理顺部
门职责关系。积极稳妥
实施大部门制。优化行
政区划设置，有条件的
地方探索推进省直接管
理县(市)体制改革。

本版采写 本报记者 尹明亮 杨凡 高扩 李钢 陈玮 郑雷 马云云 张頔 张榕博 乔显佳

决定
原文

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发展老年服务产业。

决定
原文

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考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
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

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

决定
原文

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优化学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

行政层级太多

造成大量财政浪费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我国实
行的是省、县、乡三级管理体制，
目前的省、市、县、乡四级管理体
制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逐渐形
成的，但一直没有从法律上固定
下来。

对于现实中普遍实行的四
级行政管理体制，北京大学社会
发展研究所教授王文章认为，行
政层级太多，造成大量财政资源
浪费，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人民的
负担；从行政效率上说，层级过
多，政策传达必然不畅，政策的
执行力也会受到影响。

“更加严重的问题是，县级
政府是大量民生政策的实施者，
但现实中却存在财政困难、事多
权少的问题。”王文章说，县级政
府除了服务本县居民，财政上还
要供养市级政府，这给县造成了
更大的困难。

省直管县

山东已有20县试点

包括山东在内的不少省份
已经在试点省直管县。而这些试
点大多是从财政体制入手。

2009年起，山东选择20个县
实行省直接管理县(市)财政体
制改革试点。这20个县(市)为：商
河县、高青县、莱阳市、安丘市、
金乡县、泗水县、郯城县、平邑
县、宁阳县、莘县、冠县、曹县、鄄
城县、夏津县、庆云县、惠民县、
阳信县、利津县、荣成市、莒县。

和其他省份类似，山东的省
管县试点，核心也是财政收入的
划分。具体办法为：按照收入属
地划分原则，中央和省级收入分
享范围和比例不变，设区市不再
参与分享直管县(市)的税收收
入和各项非税收入，包括设区市
在直管县(市)境内保留企业的
收入。省级要将财力性转移支付
和专款补助单独核定下达到直
管县 (市 )，进一步加大帮扶力
度。

全面推行省管县

技术上没有困难

“现在的交通设施和信息技
术都非常发达，全面推行省管县
在技术上没有任何困难。”王文
章认为，全面推行省管县，理想
的状况是一个省下辖四五十个
县，这样不仅可以减少大量机构
和官员，而且可以让县摆脱市级
政府的干扰，壮大县域经济的发
展。

对于市级政府的不断扩张，
王文章认为，根本上是“官本位”
作怪。“省管县能不能真正推行，
关键在于中央有没有下定决心，
打破官僚群体内部的利益因
素。”

一个省应直辖

四五十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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