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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工资松绑有望上涨
参保单位缴费将因拨款类型有异个人缴费或自掏腰包

《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作为我国第一部系统规范事业单位人事管

理的行政法规，将于7月1日起施行。《条例》确立了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的基

本制度，在社会保险、工资收入等方面的相关规定呈现出改革亮点。多位专

家表示，事业单位人员工资由此将与机关体系松绑，有望走入长期平稳增加

的通道。

根据《条例》，事业单位及人员依法参加社会保险，
工作人员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而对于那些全由单
位统一交费的事业单位人员，习惯了和公务员享受一
样待遇，什么都不用个人交，有的连个人缴费额是多少
都不清楚。

人社部人事科学研究院原院长、人社部中国人才
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吴江强调，事业单位都参保后，无论
是哪类事业单位，个人缴费都应由参保人自己缴纳，不
能由财政买单。否则这既有违社保制度的设计，也不利
于公平原则。如果财政连这部分也负担，将使社保制度
出现倒退。他还建议，根据我国养老险等社保多缴多得
的原则，在事业单位人员参加社会保险时，有关部门还
应适当鼓励参保者自己多缴费。

问题1 参加社保谁买单
个人缴费不能财政买单

事业单位参保缴费，这个沉重的包袱谁来背？吴
江表示，参保时其单位缴费是否由财政负担，并不完
全取决于事业单位类型，而很可能取决于各单位的财
政拨款类型。

目前我国将事业单位分成三类，第一类主要承担
行政职能，第二类主要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第三类主
要从事公益服务。吴江认为，三类事业单位参保的方
式将会有所差异，最大的不同将是财政是否出资，以
及如何出资的差异。

他解释，财政对于事业单位的拨款类型分为全额
拨款、差额拨款和自收自支三大类。简单来说，事业
单位人员的工资由谁发，就是依此制定，分别是财政
全额负担、差额负担和自收自支。而事业单位参保时
单位缴费由谁负担，很大程度上也将取决于这些单位
的拨款类型，来决定财政是全额负担、差额负担，还
是完全自收自支。

事业单位缴费或分三类

人社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央财经大学社保
系主任褚福灵认为，目前有关部门对于加快推进事业
单位人员参保，改革思路还不够清晰，有关部门应尽快
研究确定下一步实施方案。

他举例，目前已参保事业单位人员的一个重大隐
忧，就是很多事业单位人员虽然参保，但实际上没有或
未足额缴费，其缴费年限是“视同缴纳”。一旦此类事业
单位人员都并入社保体系，就为社保基金带来了一块

“隐性债务”。
为避免企业参保者替这些“视同缴纳”的事业单位

人员买单，褚福灵建议，今后在事业单位人员全部参
保，完全加入社保体系后，还应将该群体基金单独划
出，不与企业人员的社保基金统筹在一起，否则这些历
史债务很难厘清。

至于谁给这些“视同缴纳”的历史空账买单，褚福
灵认为也不必完全由财政兜底。他主张主要由相关参
保单位负责，自筹资金解决。否则在目前人口红利转折
点即将到来的这一阶段，企业社保基金再背上这笔历
史包袱，将成为不能承受之重。

视同缴纳空账
不能社保买单

事业单位及人员即使参加社会保险，其退休待遇
也不会完全取决于其养老保险。职业年金的建立，将使
其退休待遇得到实打实的提升。吴江称，后续所有事业
单位都有望建立职业年金，一旦事业单位的职业年金
都建立起来，在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的双重保障下，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退休待遇的替代率有望超过 70%，即
约为在职工资的七成以上。

吴江认为，相比目前企业年金建立不够规范、参加
企业较少的情况，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制度有望推开更
迅速，且预计将会覆盖绝大部分事业单位。

他表示，职业年金所需费用由单位和工作人员个
人共担，单位缴纳职业年金费用的比例最高不超过本
单位上年度缴费工资基数的8%，个人缴费比例不超过
上年度本人缴费工资基数的4%。最终受益于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所参加的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退休待遇的替代率有望超过 70%，甚至逼近
80%这一比例。

替代率通常指劳动者退休时的养老待遇领取水平
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它是衡量劳动者
退休前后生活保障水平差异的基本指标之一，也是反
映退休人员生活水平的经济指标和社会指标。

问题2 退休待遇会否下降
职业年金将提升退休待遇

◎基本情况
全国 110 多万个事业单位，

3100多万在编人员，其中67％以上
是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资金来源
财政全额负担、差额负担、自收

自支

◎三种分类
主要承担行政职能、从事生产

经营活动、从事公益服务
◎工资构成

基本工资、绩效工资、津贴补贴
◎社会保险

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参

加社会保险，工作人员依法享受社
会保险待遇

◎工资增长
国家建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

资的正常增长机制

（据京华时报）

目前我国现有事业编制 3153
万人。人社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
2013年 10月在该部三季度新闻发
布会上透露，当时城镇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3.16亿人，当
中包含着 2153万机关事业单位的
人，也就是说一些地方在完善养老

保险制度的过程中，已经考虑到机
关事业单位同时建立养老保险制
度。

在主要承担行政职能、主要从
事生产经营活动、主要从事公益服
务这三类事业单位中，其实都有部
分参加了社保。目前现状主要是各

地事业单位参
加社保的进度不同，
区别较大。2008年国务院出
台方案，在山西、上海、浙江、广东和
重庆五省市试点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褚福灵表示，
其中部分省份已经有所突破。

□新闻背景
近七成事业单位人员已参保

2006年我国就提出了事业单
位绩效工资制度，但吴江表示，目
前实施还不够平衡，有些地方搞
了，有些地方还是没搞。这次的
《条例》出台后，将推进工资制度
改革。

《条例》提出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问题，这主要是调标，还不是职务提
升的进档晋级。正常增长机制主要
是面向社会，包括和企业同类人员
以及公务员进行比较。通过比较可
以进行一些调整。另外还可以根据
每年物价上涨的幅度和社会平均工
资的增长幅度，适当地做些调整。

总的来看，建立正常的增长机
制，使事业单位的工资决定机制发
生了变化。过去事业单位的工资和
机关是绑在一起的，机关涨事业单
位才能涨，今后可由市场来决定，整

个社会的工资水平上去了，事业单
位的工资也能往上正常增长。

不过吴江强调，这个增长幅度
是市场化的幅度，是根据市场调整
的。换言之，事业单位工资今后可
能会升，也可能往下调，因为要看社
会平均工资和物价的调整幅度。总
的来说建立了一种新的增长机制，
即市场预期和物价预期，而不是等
着政策预期。

《条例》提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工资水平应当与国民经济发展相协
调、与社会进步相适应。褚福灵认
为，从近年我国物价和社会平均工
资的调整幅度来看，几乎都处于单
边增长的过程中，因此事业单位工
资增长机制与此挂钩，下跌的可能
性应该说极小，基本就会处在上涨
区间内了。

□关于工资
问题1 事业单位工资如何调

工资基本处于上涨区间

最近北京朝阳区事业单位一万
多名工作人员的考核试点工作刚刚
完成，这将影响到相关人员的工资
晋升，对年度考核为合格及以上等
次的工作人员突出“奖”，对基本合
格及以下等次的人员则突出“惩”。
不仅如此，今年北京市也可能通过
完善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制度，稳步
提高事业单位收入水平，探索建立
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记者从北京市人社部门了解
到，去年北京市事业单位的工资收
入分配改革得以稳步推进，通过加
强事业单位绩效工资调控，增加绩
效工资总量，强化了绩效工资与考
核的衔接。北京市也于去年年底研
究制定了《北京市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考核办法》(试行)，朝阳区作为试
点区被纳入此试点。《办法》在全面

考核德、能、勤、绩、廉基础上，根据
事业单位三类岗位职责，提出了不
同岗位类别的工作人员考核重点。
同时，结合不同类型事业单位的职
能，提出由各行业主管部门根据实
际情况自行制定考核的具体标准和
要素。在考核程序上，办法也对一
般工作人员、领导人员和专业技术
人员的考核程序都作了具体规定，
特别是对专业技术人员提出了分级
考核方法，将考核与处分结合，明确
了受到不同处分人员的考核等次。

今年北京市计划统筹抓好事业
单位的工资收入分配工作，加快形
成合理有序的工资收入分配格局。
为此北京市准备完善事业单位绩效
工资制度，事业单位收入水平或可
得以稳步提高，并探索建立工资正
常增长机制。同时北京市还打算推

进
事
业 单
位 内 部
分 配 制 度 改
革，加强绩效管理与
工资分配体系的优化对
接，完善高层次人才的分
配激励政策。

问题2 北京如何改革
北京增加绩效工资总量

相关链接

□关于参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