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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是事业单位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对自成一个体系又是与其他部分不可分开，受

其他改革影响也影响其他部分，是非常关键和核心的一个部分。事业单位改革的讨论已经很多年，比如有的同志

讲事业单位改革就是“钱从哪来，人往哪去”；又有的说军队干部转业了，企业工人下岗了，机关干部分流了，

该轮到事业单位人员自谋生路了；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就是要解决如何减员的问题，等等。本文就此问题加以

讨论。 

  一、事业单位财政负担问题 

  事业单位改革的直接动因确实和财政负担过重有关，这就容易使人感到改革是为了减轻财政负担。但是，实

际上我国财政收入是连续递增的，根本的压力并不是财政问题，而是目前我国现有事业单位服务力量不能满足日

益增长的社会公益服务要求的矛盾问题。 

  形成财政负担的压力不是没有，但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历史形成的官民比例失当。过去欧美国家民间服

务事业基本是民间行为，政府只对穷人办一些慈善性质的服务机构。近年加大了政府公益服务的力度，负担也没

有超过一半，比如德国政府的负担只占46%；我国民办事业单位总共不到10万人，只占事业单位总数的0.2%，几

乎全部由政府直接负担。二是财政分配政策，这是受到许多专家抨击的一个热点问题。总的看，随着社会发展事

业单位经费应该逐年递增，但我国增幅不大，有的如医疗还相对减少，与发达国家投入比例有很大差距。三是财

政管理制度滞后。我们一方面钱不够花，另一方面却显然存在不合理开支，也就是怎么样使钱花得有效的问题。

四是对事业单位定义不清导致算帐不清的问题。比如说事业单位就是“非政府、非企业、非中介”，也就是说什

么都不是的就都是事业单位，花的钱自然都算到事业单位头上。政府财政负担的应该是与社会公益性事业相关的

单位，但是现在把政府的帐和不叫企业的企业的帐也算进来了。 

  解决的办法：一是大力扶持和发展民办事业；二是调整加大事业投入，三是加快财政制度改革，四是突出公

益性事业投资。裁员是解决财政负担的一个有效办法，但是不能解决事业单位服务力量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

公益服务要求的矛盾，甚至会加剧这个矛盾，所以不主张。 

  二、事业单位人数问题 

  不主张以裁员作为改革主导方向更重要的理由是，我国事业单位不存在人数比例过高的问题。 

  第三产业的比重是社会发展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在第三产业四部分构成中，事业单位是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中国是一个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中国劳动力人口占世界的25.6%，占发展中国家的30%，是发达

国家劳动力总数的1.6倍。但劳动力就业构成中我国第三产业只占27.7%，GDP构成中，第三产业占1/3，远远低



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值。 

从劳动就业比例看，中国事业单位职工人数也不高。在事业单位人员构成中，教育和卫生占了2/3。下表

列出了中国教育和卫生就业人数与部分国家的同口径比较，中国的数字显然是比较低的。 

部分国家教育卫生就业人数 

占劳动力就业总数的比例% 

                       资料：2003年国际统计年鉴 

三、事业单位人员素质问题 

  通过新聘竞聘用新的人员把老的人员替换下来，是有些单位比较热衷的事情。这样做应该有两个假设前提，

一是现有人员素质过低，而且通过内部培训无法解决，必须聘用新人；二是现有人员成本过高，单位没有能力负

担。 

  从宏观上看，第一个假设不成立。我国事业单位现有人员平均文化程度接近美国就业人员接受教育的平均水

平，是全国就业人员的7.5倍。按照具有高级技术职务的科研人员、工程师和农技师计算，中国拥有一支60多万

人的科学家和高级工程师队伍，按人数排序，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与俄罗斯旗鼓相当；按百万人均拥有数计算，

也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前列。因此人员置换不应该是主要问题。 

  第二个假设即便成立也应该限制，因为这种做法将直接伤害老职工利益，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日本企业以

三个东西换取一个东西：用职工终身制、论资排辈和工会制换取职工的忠诚。明治乳业的人事部经理说，实际上

我们有至少1/3的人是不创造价值的，但是企业要养着他们，有很多是一家几代人，他们曾经创造过价值。单位

负担过重的问题只能通过调整分配等内部管理措施解决，不可以把问题推给社会。 

  四、事业单位人员专业结构问题 

有的同志认为需要更换一部分人员，是因为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和非专业人员太多，而专业人员太少。实际

上并非如此。中国事业单位的人员结构也属于比较好的。下图的左边是美国威尔逊博士描述的美国企业90年代

中期蓝领（Blue-collar）和非专业白领（non -specialized white-collar workers）、 

知识型人才（knowledge based talents）的比例；中图是中国企业非专业和专业人才的比例；右图是中国事

业单位工人和管理、专业人员的比例。中国事业单位人员中专业技术人员占2/3，应该是属于竞争力比较好的组

织。 

 

 

 

 

 

 

 

 

 

 

五、事业单位工作效率问题 

关于事业单位的效率，首先是个综合性的和模糊的概念，比如投资者、管理者、工作人员和消费者对效率

都会有不同的理解。中国事业单位效率低下的说法是什么角度，是否准确，也是值得探讨的。下表列出中国最大

的两支队伍：教育和卫生的从业人数和所承担社会服务指标相比的数据。大学教育效率系数是指各个国家在同一

粗入学率的投入差距。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出入，我们只是从一个角度反映教育人力投入的有效性。从这个分析

看，韩国高达14.06，而中国只有3.77。 

 

  

 

 



 

 

 

 

 

另一个数字是相对的医生数和病床数的比例，这实际上也是一个相对概念，并不能准确地表述一定是效率问题，

比如相应承担救治任务和国家投入情况都会有较大影响。 

 

 

 

 

表中反映出日本医生人均八张半床，而中国只

有一张多一点。可是我们也看到美国的这个数字比

中国还低。我们不难从其他资料当中知道其原因是

美国对国民卫生的巨大投入，这个投入远远超过一

个精打细算国家的能力。但就整体发挥作用的水平

看，显然存在效率不高的问题。 

  综合上述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事业单位的问题不是单纯的人数过多问题，改革不应把减员作为主要目的； 

  2、事业单位的问题不是人员素质问题，改革不应把不断提高人员学历和人员的不断更换作为主要目的； 

  3、事业单位的问题不是人员结构问题，改革不应把调整人员结构作为主要目的； 

  4、事业单位明显存在效率偏低的问题； 

    5、如何通过人事制度改革，充分利用和开发现有人员的潜能，使他们发挥作用，提高工作效率，是改革要

解决的主要问题。  

 

返回    

 相关新闻

 第89期 对编制区域人才发展规划的几点思考 [2007-12-30]

 第88期 人才派遣（租赁）业研究 [2007-12-30]

 第87期 我国人才流动状况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2007-12-30]

 第86期 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成效、问题及发展趋势探析 [2007-12-30]

 第85期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人才状况与对策建议 [2007-12-30]

 第84期 消除激励替代效应关键在于政府公共行政改革 [2007-12-30]

 第83期 激励替代效应与政绩考核 [2007-12-30]

 第82期 社会规划需要注意十大关系 [2007-12-30]

   

Copyright © 2006   中国人事科学院  版权所有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育慧里5号 邮编：100101 电话：84622949 

京ICP备0503698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