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勇海

国务院日前印发《划转部
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
施方案》，根据方案，从今年开
始，国家将中央和地方国有及
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金融机
构的国有股权划转充实社保
基金，划转比例统一为企业国
有股权的10%。2017年选择部分
中央企业和部分省份开展试
点。2018年及以后，分批划转、
尽快完成划转工作。（11月19日

《人民日报》）
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

社保基金，可谓官方使出的一
个惠及民生的大招、好招。近
几年，一系列数据表明，养老
金缺口在一些地方存在，甚至
缺口较大，亟待修订制度来

“补养”。此前，虽然中央及地
方也会从央企或地方国企利
润中，切出一小块“蛋糕”来充

实社保基金，但不过是应急性
举措。而划转企业国有股权的
10%充实社保基金，则是在构
建一种长效机制。

养老金出现缺口有两个
最重要因素。一是历史遗留问
题。在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之初，
部分已经参加工作的企业员工
没有缴费而视同缴费，他们的养
老金实际来自下一代人的缴费。
这其实是不公平的。在一些就业
职工赡养负担较重的地区，已经
出现了养老金的当期缺口。比
如，有的省份人口抚养比高达
10：1，即10人养1人。尽快建立养
老保险基金中央“补养”制度，才
能降低就业职工对退休职工的
赡养负担。划转部分国有资本
充实社保基金，就是一种比较
好的“补养”制度。

导致养老金出现缺口的
另一个因素，是人口老龄化的
到来。据人社部的相关数据显

示，由于东部地区年轻人口较
多，缴纳社保的较多，基金结
余较多；而中西部地区老龄化
程度高，养老基金支出大，则出
现亏空。随着老龄化加剧，养老
保险基金支付压力在全国范围
内还将不断加大，势必加重国家
财政的压力，极大地影响养老保
险制度的可持续性。拓宽养老保
险基金的来源渠道，为未来养老
金可持续发放创造多一份保
障，是当下从中央到地方的一
个急切的民生使命。

具体而言，养老保险有了
国有资本做后盾之后，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避免养老金缺口
转移给下一代人，减轻下一代
人的养老负担。国有企业的发
展成果理应由全民共享。划转
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
也是在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做好战略储备，有利于提振全
社会的参保积极性和对未来

前景充满信心。正因社保缴费
不足以支付养老金支出的情况
存在，不少正在缴费的职工担心
未来老无所依。而划转国资充实
社保，相当于一颗“定心丸”，让
公众的“心病”得以缓解。

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如
何管好用好划转专项资金。划
转的央企国有股权，由国务院
委托社保基金会负责集中持
有，单独核算，接受考核和监
督。划转的地方企业国有股
权，由省级政府设立国有独资
公司集中持有、管理和运营，
也可委托本省(区、市)具有国
有资本投资运营功能的公司
专户管理。这笔资金将专项用
于弥补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管
理者无论是谁，都应每年把持
有的划转股权价值、分红等信
息定期公告，以保障公众知情
权。只有公开透明，才会有使
用的规范与效率。

“国资充社保”，一颗养老定心丸

一系列数据表明，养老金
缺口在一些地方存在，甚至缺
口较大，亟待修订制度来“补
养”。此前，虽然中央及地方也
会从央企或地方国企利润中，
切出一小块“蛋糕”来充实社保
基金，但不过是应急性举措。而
划转企业国有股权的10%充实
社保基金，则是在构建一种长
效机制。

对无证幼儿园，助其“转正”才能多赢

泄露学生隐私

是无奈还是懈怠

国家奖学金获奖名单网上
公示，成了个人信息泄露的重
灾区。据报道，不少高校近几年
在公示国家奖学金候选人或获
得者名单时，均披露了学生完
整的身份证号码。有学校表示，
一直以来都是这个做法，“没有
想到更好的解决办法最大限度
地保护学生的隐私”。

在信息游走的链条上，实
在是有太多泄露的可能。一边
是有关方面务求精准到位，杜
绝冒领虚支，这就要求公民的
个人信息尽可能全地被集纳；
另一边，持有这些信息的机构、
单位并未尽到保护个人隐私的
职责。

如某高校相关负责人所
言，“没有想到更好的解决办
法”，似乎只能如此。但事实上，
这是一种懈怠。就像有些高校
已经在做的那样，对身份证号
进行打码，或者只公布学号等
同样具有唯一性的信息，实践
证明并未影响到公示效果。更
何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规定，行政机关不
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
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除非
经权利人同意或者不公开可能
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高
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也规定，
高等学校应当建立健全信息发
布保密审查机制，明确审查的
程序和责任，对涉及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的信息
不予公开。

任何单位及个人的任何行
为，均应以法律为边界和底线，
而不能动不动就去搞一些特殊
的实操手册。高等院校也好，事
业单位也好，行政机关也罢，大
都并不是没有好办法来合理地
保护个人隐私。对此，必须尽快
采取措施。具体而言，不妨要求
包括高校在内的单位、机构对
官网进行普遍性排查，发现问
题及时处理，先解决燃眉之急。
从长远看，则应设法厘清信息
公开与隐私保护的边界，既要
推动公开透明，又要确保公民
个人信息安全。这二者并不矛
盾，关键是要主动作为。

（摘自光明网）

□李英锋

11月14日，北京市教委网
站公布7部门联合印发的《北
京市学前教育社区办园点安
全 管 理 工 作 基 本 要 求（ 试
行）》，同时在印发通知中提
出，设立一批接收3-6岁儿童
进行保育和教育的社区办园
点。通知要求，对条件较好的
无证幼儿园给予支持和帮
助，创设条件使其符合社区
办园点的要求，并对社区办
园点的举办者加强管理和引
导，规范其行为。（11月19日

《新京报》）
城市幼儿园的供需矛盾

由来已久。一方面，正规幼儿
园数量不足，难以满足孩子们
的入园需求，存在着“入园难”
的问题；另一方面，无证幼儿

园遍地开花，难以取缔，存在
着“监管难”的问题。随着“全
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民众对
幼儿园的需求越来越大，如果
依然坚持原来的幼儿园管理
模式，上述矛盾有进一步加剧
的趋势。而引导、鼓励、支持条
件较好的无证幼儿园“转正”，
转为门槛较低的学前教育社
区办园点，可以有效缓解幼儿
园的发展矛盾和监管矛盾，实
乃多赢之举。

设立正规幼儿园有一套
政府制定的严苛标准，对办园
规模、师资力量、硬件设施等
的要求较高，很多民办“幼儿
园”难以达标，难以通过审批。
正规幼儿园的缺位给无证幼
儿园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市场
空间，在大城市，无证幼儿园
数量不少，且分布较广泛，收
费较低，有的无证幼儿园已存
在多年，这些幼儿园实际上承
担了相当一部分幼教功能，也

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民众的
入园需求空白，获得了民众的
认可。平心而论，要全面彻底
取缔无证幼儿园会遇到很大
阻力，不太现实，而让无证幼
儿园长期处于“黑户”状态，凸
显监管的尴尬。

政府部门转变管理思维，
推出学前教育社区办园点模
式，对社区办园点在场地、设
施、人员等方面放宽标准，给
无证幼儿园开辟了一条可行
的规范发展之路，“达标”对
一些无证幼儿园不再是可望
不可即的事情，无证幼儿园
在改造完善后就可以成为正
规的社区办园点，堂堂正正
地招生，堂堂正正地开展教
育活动。无证幼儿园的“转
正”可以堵住幼教市场的部
分漏洞，减少幼教市场的风
险和隐患，可以规范幼教市
场的发展，向民众提供更多
达标的幼教资源，让民众拥

有更多正规幼教机构选择
权。同时，将一些具备条件的
无证幼儿园“转正”，也可以
降低教育等部门的监管压
力，减少监管风险，提升监管
的效率。

比之用苛刻标准将很多
无证幼儿园拒之正规幼教市
场的审批大门外，又无奈地面
对无证幼儿园长期生存的现
实，政府因势利导，调整政策，
放宽审批标准，让更多无证幼
儿园有机会“转正”，进入规范
发展的轨道，无疑更务实，更
具科学性、合理性，更符合实
际，更贴近民众需求和管理需
求。期待北京进一步探索无证
幼儿园有条件“转正”的经验，
蹚出一条新路，用无证幼儿园

“转正”这把钥匙开一开“入园
难”的矛盾之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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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自行车怎能“一退了之”

□丁慎毅

11月17日，武汉环投公共
自行车服务有限公司发布《关
于武汉公共自行车停止营运
的公告》称，目前70余万辆共
享单车遍布武汉三镇大街小
巷，已能较好地满足市民短途
出行需要，为实现城市资源的
合理配置和利用，经充分论证
研究，自2017年11月25日零时
起，武汉公共自行车停止营
运。公共自行车用户可通过各
种方式来退费。

在很多人眼里，公共自行
车的退市结局是注定的，是共
享单车打败了公共自行车。但
问题真就这么简单吗？

不妨对武汉公共自行车
的历史做个回溯。2009年，武
汉开始在全市密集建设公共

自行车服务系统。最高峰时，
建有上千个站点，近10万辆自
行车，近100万人办理租车卡。
公共自行车成为武汉一张亮
丽的名片。2014年4月，有媒体
刊发《武汉公共自行车项目投
3亿4年瘫痪》一稿，称武汉公
共自行车项目采取“政府主导
扶持，企业投资运营”的模式，
免费批给鑫飞达的户外大屏
和全部站点广告牌以及约
5000万元项目补贴。仅鑫飞达
一家的项目，武汉市投入就超
过3亿元。然而4年多的时间之
后，却陷入“车辆少、租车难”，
部分站点瘫痪荒废的地步。
2015年初，武汉公共自行车项
目由国有独资企业武汉环投
接手。截至2017年3月底，基本
实现公共自行车与其他公共
交通无缝对接，基本解决交通
末端最后一公里出行问题。

这本来是一件利民的好
事，至少满足了那些愿意骑公

共自行车的市民的需求，而且
又可以在和共享单车的竞争
中，倒逼共享单车提供更好的
服务，也逼迫自身提高服务水
平，群众会由此获得更好的服
务。项目突然宣布停止营运，
投入如此巨大资金建起的站
点、投放的自行车，该如何处
理？武汉环投在公告中称，公
共自行车停止营运后将进行
整体转型升级，为城市智能管
理、市民智慧生活提供更多更
好的服务。即使如此，也应该
有一个转型升级的方案让市
民听证讨论，毕竟这是国有资
产。如果转型升级不成功，这
个巨大的浪费和给市民带来
的不便，该由谁来负责？

由政府主导扶持的公共
自行车，比共享单车进入市场
早了7年，天时地利人和都优于
共享单车。共享单车进入市场，
虽然不应该有政策歧视和限
制，但至少应该让彼此公平竞

争，而且公共自行车还可以借
鉴共享单车的长处从而实现管
理服务的升级，现在就这样拱
手让出市场，真的不心疼吗？

进一步说，随着悟空单
车、3Vbike、小蓝单车倒闭，町
町单车“跑路”，酷骑单车陷入
押金风波，当资本市场不再对
共享单车热衷，共享单车品牌
将很难再获得融资。随着整个
共享单车领域的洗牌，而摩
拜、ofo合并的声音不绝于耳，
将来用户在使用共享单车的
过程中，会越来越难有选择
权。如果最后市场上就只剩下
一家而形成垄断，那时候再来
发展公共自行车，是不是又要
再折腾一番？

对于全国各个城市的公
共自行车来说，武汉或许就是
一个风向标。公共自行车向何
处去，似乎不能仅仅止于一个
公告。是进是退，正在考验有
关部门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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