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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不具备公益性，先让市场来判定。人为的区分公益性，必然带来争议





 

公益不公益，由市场判定

2012年04月27日 经济观察报 宋馥李

 

全国3000万“事业人”的身份改革，再度提上日程。

 

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事业单位遍及医疗、教育、科研等领域，关系着所有人的福祉。在这场改革中，许多政府部门既是推动者，又是改革的对象，改革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也注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博弈。

 

实际上，如果从1995年全国事业单位机构和人事制度改革会议召开算起，中国事业单位改革这盘大棋，已经下了整整十七年，改革影响深远，也步履维艰。

 

近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未来5年，将完成事业单位分类，为实现改革的总体目标奠定坚实基础。作为改革基础，光是分类，就预留了5年的时间，改革之难可见一斑。经济观察报记者专访了中国新医改课题组组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试图廓清“分类”改革的难处。

 

部门利益盘根错节

 

经济观察报：国务院事业单位改革分类指导意见发布后，引起了广泛讨论，现在普遍认为，作为改革的前置条件，对事业单位的分类非常难！你认为难在哪儿？

 

顾昕：如果说从概念上分析，分类一点儿都不难，区分起来非常简单，什么是公共服务，就是市场提供不了的，公众又有需求，这种服务需要政府出钱来提供，这就是公益性的公共服务。比如传染病防治，涉及大众安全，但又无法确定具体的受益人，就需要政府花钱来提供这种服务。那妇幼保健这样的医疗服务，有具体的受益人，那当然应该是收费的。

 

就医疗服务来说，本身是可以收费的，自古以来，看病就要花钱。至于合理不合理是另外一回事，不合理，可以想办法让它合理起来，医改就是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还有一部分医疗服务，通过收费是难以让它平衡的，也养不活服务提供者，比如偏远山区，边疆海岛，那儿的人需要医疗服务，但单靠收费难以运转，这时该怎么办？那就应该由政府来出钱，进行补贴。简单说来，就是政府掏钱购买公共服务。用足够的钱，购买满足需求的公共服务。

 

而现在所谓的难？是指什么呢。我们的事业单位，还是从计划经济时期延续下来，分属于不同的政府部门，大家都办事业单位，事业单位再办事业单位，相互职能交叉，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这些事业单位的上级，都还希望把着不放，继续享有各种审批权，维持已经固化的利益，这就使得改革变得艰难起来。

 

经济观察报：有观点认为，行政体制改革和事业单位改革应该同时推进，对于事业单位的人来说，同样吃公家饭，很不公平，你怎么看？

 

顾昕：这不影响，当然行政体制也需要改革，也同样很紧迫。但事业单位是可以单独推进的，让事业单位法人化，首先是与政府部门脱钩，都说高校要去行政化，怎么去行政化，首先和教育部、地方政府脱离行政关系啊！

 

其次，所有的事业单位，职工要成为合同工，也就是全员劳动合同制。记者、教授、医生，都只用合同说了算，虽然是花财政的钱，但你只是政府雇员，政府就是你的老板，一样接受绩效考核，一样缴纳社会保险。取消编制内、编制外的区别，也取消三六九等的行政级别。

 

其实提出这个问题，针对的就是公平不公平的问题。按照意见给出的路径，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老的事业单位人员，基于历史现实，一刀切确实不公平。但是，可以将这种特殊待遇体现在合同中，延续已有的待遇就可以。

 

改革须协同推进

 

经济观察报：事业单位改革的时间表，看起来很长。涉及了养老保险改革、人事制度改革等内容，正在推进的医疗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也涉及事业单位改革，这之间是什么关系？

 

顾昕：事业单位改革本来就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囊括多个具体领域的改革，如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人事制度改革、工资制度改革等，这些领域的改革，这些年也都在推进，但失去系统改革的支撑，相互间无法配套，往往效果不好，推进到一定程度就停滞。

 

另外，分领域的单项改革，同样需要事业单位改革协同推进。例如公立医院的改革中，医生就是事业编制，要解放医生，让他们成为职业医师，摆脱单位的束缚，就需要事业单位改革的协同推进。因此，舆论一直呼吁事业单位改革要有整体部署，在单项改革取得突破的同时，缺乏国家层面的统一规划，也制约着改革整体进展。意见的出台，也是解决这个矛盾。

 

经济观察报：在原来的方案设计中，还曾经划出过一个公益三类，后来担心分类过多，增加改革和管理难度。才将三类并入公益二类。在分类改革中，关于公益性的判定，您认为怎么来具体划分？

 

顾昕：具不具备公益性，还是那句话，先让市场来判定。市场提供不了的服务，而人们又客观需要，需要出钱来购买，那这就是公益性。人为的区分公益性，必然带来争议。现在虽然给出了划分标准，但现实中，很多单位的属性庞杂，还需要认真切割。下一步，公益性肯定会成为争夺的焦点，我想一定会出现人人喊公益的局面，因为谁是公益性，就能得到财政投入，这必然是一次激烈的利益博弈，这也就是难点所在。

 

经济观察报：有观点认为，现在涉及事业单位改革的部门，既有中央编办、也有人社部、财政部等，属于多龙治水的局面。在国务院，是否应该设立一个更高的机构，统筹推动改革？

 

顾昕：成立一个机构，无非就是采取部际联系会议制，加强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协调，我认为设立不设立这么一个机构，不是问题的关键，如果设立了，不给予相应的推动改革的权限，仍旧叠床架屋，也不利于改革。改革的关键，是明确改革时间表，把改革步骤具体化，并强有力地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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