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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收费还只是人事档案改革
的开始。不少档案管理人员表示，
面对一个城市动辄数十万乃至上百
万份纸质档案，丢失、损毁时有发
生，管理人员数量有限，这项涉及数
亿人命运的制度必须在体制、理念
和技术上进行改革，建立全国统一
的电子档案系统已经迫在眉睫。

“信息时代，搜集规整档案不能
还靠手指头，人事档案电子化不仅
更加便捷，也是当下个人信用管理
体系建设的需要。”赵成根说。

（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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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到北京打拼的“北漂”李
健，其所在的民营公司不管档案，需
要他自己拿到人才市场挂靠。于
是，从 2002 年开始，李健每年都要
缴纳档案保管费。2013年前，档案
每年收费 240元。11年间，李健共
花了 2640元。2013年 1月，这笔收
费降至一年 120 元。几年加起来，
李健在档案保管上一共花了近3000
元。

“档案也得‘租房子’，占地比群
租房小多了，收费却跟‘豪宅’接轨，
算给自己的档案买了个豪华卧室。”
李健不解：一份薄薄的人事档案，为

什么一年要收一两百元的保管费？
近年来，全国每年高校毕业生

超过 700 万人，除了国家机关公务
员、部分退役军人、部分残疾人、失
业者，按规定，其余所有人都需要缴
纳档案保管费，每人每年需缴费上
百元。

根据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提供的数据，截至 2014年 6月
底，北京市、区县存档机构共管理档
案 170 万份，存档费在 2013 年 1 月
起由每年 240元下调至 120元。不
过，即便收费下降，每年产生的存档
费仍逾亿元。

专家估算，全国 200 多个地级
市，每个市每年收费少则数百上千
万元，大城市动辄上亿元，全国每年
收取的档案托管费至少达数十亿
元。

这笔钱到底去了哪儿？北京市
人社局表示，收费标准是北京市发
改委下发，采取收支两条线管理，收
费统一上缴市财政，人社局没有截
留，所需档案管理的经费由财政局
每年下拨。

记者查询发现，全国尚无哪个
省市公开过档案保管费的具体使
用、支出细目。

按照我国档案法、干部档案工
作条例、流动人员档案管理暂行规
定等法规，毕业生的人事档案属于
国家法定、强制执行、归口管理的公
共信息，个人不得截留和销毁。

专家指出，按理说，档案保管应
该是公共服务，就业和社保经办机
构在国家规定中也属于公益服务性
质，但现行的档案托管，采取的却是
商业运作。据悉，各地人才市场从上
世纪 90年代起收取档案保管费，一
些地方最初年收费曾达七八百元，
在社会各界的呼吁下，近年来，财政

部、发改委等部门对收费标准进行
了限制，收费有所下调。

一些专家表示，在各种档案托
管群体中，公务员享受免费，国企职
工由单位付费。这意味着，收入稳定
的人群享受免费档案托管服务，而
流动人员则要为自己的档案向管理
机构付费，这让一些人觉得有失公
平。而且，对于一些交纳费用的人来
说，其所享受的服务质量也有待提
高。“工作调动或需要开具证明通常
要等很久，人员不少但效率不高，一
件事得跑好几趟。打电话提前咨询

基本无人理睬，还会互相推脱。”在
人才市场挂档的杨予鹏告诉记者，

“人才市场名为市场，但不是市场运
作，都是挂靠在人社局下的事业单
位。”

人才市场工作人员称，“没有户
籍档案和人事档案信息，要在当地
报考公务员、购买住房、子女上学
等，都会受影响”。

虽然有“必须存档”的人才管理
严格规定，但由于需要收费、手续烦
琐和服务不佳等问题，全国每年仍
有大量弃档、“死档”出现。

2010年毕业后留在北京一家私
企工作的刘云霄表示，自己就只交
了第一年 240元的存档费。“每月工
资就 3000多元，几百元的存档费确
实很贵，我没考上公务员，也买不起
房，所以此后几年一直没再交。”他
说。

一些地方人社部门介绍，存档
的“死档”数量高达总量的 20%至

30%.北京 171 万档案中，可流动的
档案近 164万，比例在全国较高，但
由于庞大的体量，目前“失联”逾 5
年的“死档”也有61334份。

对于档案保管完全采取“无视”
的态度是否行得通呢？

海淀区人才市场工作人员对记
者表示，只要档案有更新或移出的
那一天，存档费就要一次性补齐，

否则档案会被扣留。就算不动档
案，存档费最迟也会在退休时追
缴，否则“将使社保与退休金受到
影响”。

针对百姓反映的问题，各地主
管部门也在改进。北京市人社局表
示，近年来，北京市着力统一各人
才中心的服务标准和业务规范，简
化手续。

这笔钱到底去了哪儿？

各地出现大量“死档”

不交存档费影响退休金

记者了解到，这项备受争议的
收费，在一些地方已经取消。如江
苏省取消了档案托管收费的规定，
山东青岛开发区则停止了收费。

但除去江苏、山东青岛等少数
地区，全国多数省份仍在收取这笔
费用，甚至金额更大、名目更多。
河北省存档费标准曾达到 40 元/

月，2011年之后收费下调为单位委
托保管 20元/月、个人委托保管 15
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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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已取消，有的仍在收

截至 2014年 6月底，北京市、区
县存档机构共管理档案170万份，存
档费在 2013年 1月起由每年 240元
下调至120元，每年产生的存档费逾
亿元。

专家估算，全国 200 多个地级
市，每个市每年收费少则数百上千
万元，大城市动辄上亿元，全国每年
收取的档案托管费至少达数十亿
元。

档案托管费像一个“怪胎”：是
服务，但做起来不像服务；像买卖，
但又不是买卖，还具有垄断性。因
为“弃档”“自揣档案”是违法违规
的，所以“消费者”甚至没有说“不”
的权利。---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
授肖俊

专家指出，面对弃档，有关部门
管理者需要反省，为什么提供服务
却令一些服务对象选择逃避。北京
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赵成根认
为，“让存档人付费不合理，公共服
务业务应由政府买单。”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
示，清理和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是
政府的自我革命，也是政府职能转
变和简政放权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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