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业单位改革的规制经济学分析 

文/苗振青 

   一、引言 
   从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以来，我国事业单位中的一大批应用开发类科研机构已经进行了改
革，转制为企业。随后，卫生、教育、科技系统中公益类研究机构以及出版等系统都相继进行了不
同程度的改革。2002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事部《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的通知》
文件，把事业单位改革实行聘用制的大方向确定下来，同时也拉开了我国事业单位改革的大幕。
2004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推进2004年经济体制改
革的意见》，强调了要继续深化垄断行业和公益事业改革。据统计，中国的事业单位多达130万
家，人员2900万，资产近3000亿元。中国事业单位类别众多，队伍庞大，情况复杂，改革涉及面宽
的特点，决定了事业单位的改革具有明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从国际上事业单位改革的成功经验
看，可以为我国提供部分借鉴。 
   二、事业单位改革的国际借鉴 
   在日本的社会事业体制中政府起着重要的作用，政府采取直接组织或规制引导的方式扮演着
发展社会公益事业的主要角色。而且在涉及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机构组织方式和行为规范等方面，
日本有详细而明确的法律体系。日本从事社会公益事业的行为主体包括政府设立的公法人和民间发
起成立的公益法人。对于教育、科技、卫生等涉及政府基本职能的社会公益事业主要由公务员型的
公法人机构承担；部分特定类型的社会公益事业如铁路、邮电、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由特殊
法人与认可法人机构承担；非基础性的社会公益事业由民间公益法人承担，政府予以扶持，政府对
很多民间机构提供直接经济支持，因此，事实上存在着政府非公开的干预。日本的社会公益事业体
制与其政府行政体制密不可分，尽管保证了政府意志的贯彻，但存在组织成本过高、机构运行效率
低下等问题。因此，日本从1996年起开始了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其中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改革那些
承担社会公益事业的公务员机构及特殊法人的组织运行方式。日本社会事业的所有改革都是以严格
的立法程序和制度建设为基础，并且注重综合协调。 
   在波兰，对于教育、科研、医疗、文化等直接涉及公众利益和国家长期发展的社会事业的改
革是十分慎重的。在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方面，政府依然发挥着主导作用。首先，社会公益事业发展
的资金支持仍主要来自政府，其中中小学教育、卫生防疫、基础科学研究等最基本的社会公益事业
经费仍完全来自政府财政投入；一般公益性科学研究以及大学等社会公益事业的经费也主要依靠政
府财政投入。其次，在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方面，政府仍然具有很强的统一协调职能。第三，在具体
业务活动及内部管理方面，政府给予很多机构相当大的自主权，但与此同时，政府则加强了事后评
估与多方面的监督。而且这种评估与监督结果将直接影响政府对其下一步的财政支持强度。除政府
监督外，波兰也开始引入社会监督机制。此外，波兰的社会公益事业体制改革与日本一样也非常重
视法律法规建设。 
   三、事业单位改革的规制经济学分析 
   波兰和日本的社会公益事业体制，都是基于其具体国情进行改革的。借鉴日本和波兰社会公
益事业改革的经验，针对我国事业单位改革的难点，我国事业单位改革应着重考虑以下问题：1、
努力实现公共服务制度的转型和创新，明确政府和市场在事业单位改革与发展中的地位。目前我国
的公共服务制度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比如：国家对各类事业机构的投入与公共服务产
品的产出严重不对称，事业机构应当给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严重不足；在公共卫生、农村义务教育
等基本的公共产品供给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太少。解决现有事业机构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
问题，只有实现公共服务制度的转型和创新。从波兰和日本的经验看，基础性的社会公益事业也是
采取政府主办的方式。对于提供准公共产品的事业单位的改革需要实现政府和市场的合理分工。
2、在事业单位的改革中注重法律法规制度建设。从日本和波兰的经验看，两国都注重法律法规的
建设。日本在发展社会事业方面，非常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非常重视以法律为基础的制度平台建
设。我国事业单位改革的顺利实施以及改革后新体制的正常运行，也应在借鉴国际经验和结合中国
国情的基础上，建立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3、设立健全的事业单位监管机构和监管体系。日本
和波兰政府对事业单位的监督机制也给了我们重要启示。健全的事业单位监管机构和监管体系的设
立应该说也是事业单位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切实做到依法监管，依法处罚，才能使事业单位规范
的发展。4、要尽快规范、扶持非营利机构的发展。从波兰、日本等国家的经验看，除一些基础性
社会事业由政府直接组织外，还有不少社会事业是由非营利机构承担的，因此，注重发挥非营利机

 



构在社会事业体制中的作用特别值得关注。将现有的一部分事业单位改革为非营利机构，也已经得
到社会各界的基本认同。非营利机构的发展需要政府的支持，需要有自身明确的法律地位和有效的
税收优惠。同时，对其业务活动内容、财务管理等要有严格、有效的制度约束（作者单位：中原
工学院招生工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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