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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涨工资”一说终得权

威部门证实，同时落地的还有津贴

补贴控制方案。 未来， 占比高达

70%、 各地标准不一的津贴补贴，

部分将纳入公务员基本工资管理。

1月 19 日，人社部副部长胡晓

义表示， 国务院已经下发了调整公

务员基本工资、 事业单位人员基本

工资、 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费

的三个方案。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社

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告诉记

者，核算下来，在抵消掉工资中的养

老缴费后， 在职机关事业单位人员

的工资收入还是有所增加。 人社部

称，按全国平均水平计算，月人均实

际增资在 300元左右。

这意味着，全国在职的 717 万

公务员、3153 万事业单位人员及

1500 万离退休机关事业单位人

员，都将因此受益。

在上述三个方案中，调整公务员工资方案最受关注。

目前公务员工资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和奖金等其他部分，其中

占比高达 70%的津贴补贴部分，基本都是处于不透明的状态。本次由人社部、

财政部联合制定的调整公务员工资方案，重点就是严格规范、削减津贴补贴，

把公务员工资收入中，过高的津贴补贴降下来，大幅提高基本工资占比。

在规范、削减津贴补贴方面，方案除了明确要将部分津贴补贴纳入基本

工资，严格遵照 2013年颁布的《违规发放津贴补贴行为处分规定》外，还规定

省部级正职的津贴补贴每月减少 650元，相应地，办事员每月减少 220元。

具体到调整基本工资之后，公务员工资普涨的幅度有多大，人社部新闻

发言人李忠 1月 23日的对外说法是，公务员人均每月工资增加 300 元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抵消掉工资中的养老缴费后计算出的数字。

上述人社部专家表示，由于受职务限制，现在基层公务员、尤其是科级以

下公务员享受的津贴补贴很有限，也没有获取隐性福利、灰色收入的机会。 可

以看出，此次公务员工资调整与中央正在推进的公务员分类、“公务员职务与

职级并行”试点等改革的基调完全一致。

方案还提出，要建立公务员基本工资标准正常调整机制。 具体的说法是，

原则上，今后公务员基本工资标准将每年或每两年调整一次，主要依据是公

务员和企业相当人员工资水平的调查比较结果， 并综合考虑国民经济发展、

财政状况和物价变动等因素，来确定公务员基本工资标准的调整幅度。

前述人社部专家补充表示，调整公务员基本工资标准，除了惠及 700 多

万名公务员，各级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以及一些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机

关等在编在职人员，也都将按相应的基本工资标准来执行。

工资占比提高

新中国成立以来， 公务员工资制度共经历了四次

大的改革， 分别是在 1956 年、1985 年、1993 年和

2006年，今年是第五次。

津补贴制度是在 1985 年的工资制度改革中提出

来的，其意义在于打破了自 1956年以来的工资完全由

中央管理的大一统模式。 当时公务员的工资分为基础

工资、职务工资、工龄津贴、奖励工资。 津贴制的提出，

使得中央政府在工资、奖金、津贴等原则性规定方面享

受权利，而在具体工资管理，包括确定职务工资上，各

部门和地方政府有一定的自主权。

此后的 1993 年工资制度，在国家推行《国家公务

员暂行条例》的背景下出台时，更将这种津贴制发挥到

极致，推出了“地区津贴制度”。

地区津贴又分为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和地区附加津

贴。艰苦边远地区津贴主要适用于一些特殊地区，实施

过程中争议不大。 而地区附加津贴是根据当地经济发

展水平和生活费用支出等因素来定， 同时还要考虑公

务员工资水平与企业职工工资水平的差距， 所以一开

始就被赋予极重的任务： 试图在弥补中央所定工资与

地方实际生活水平的差距的同时， 弥补当地公务员工

资水平与其他企业工资水平的差距。

但这次改革， 恰逢地方政府预算外资金急剧扩张

时期， 导致地区间和部门间的巨大工资差， 也成为

2006年改革启动的主因。

2006年的工资改革意味着全面的中央收权。当时

财政部的综合司还加挂了一块牌子，“清理规范津贴补

贴办公室”，当时推出的很多举措，比如“阳光工资”、

“同城同待遇”和“限高、稳中、托低”等，到现在仍有实

施。

而此次由人社部出台的薪资调整方案， 再次将津

补贴问题提至前台。 人社部专家介绍称， 现在各省之

间、甚至是在省内不同县市之间，公务员的津贴补贴名

目繁多，补贴标准差异也很大，最高与最低省份之间的

津贴补贴有 3-4 倍的差距，而有的省内公务员津贴补

贴标准有 30多个，最低和最高相差 1.5万元 /年。

按照新的调薪政策，削减后的公务员津贴补贴、

事业单位人员的部分绩效工资，都将纳入基本工资，

有关部门将严格规范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津贴补

贴、考核奖励政策。

津贴补贴制度

链接新闻

官方公开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在职、离退休的

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总计有 5370 多万，这还不包括

各级人大、政协、检察院、法院等吃财政饭的部门

人员，可以预见，在调整机关事业单位在职人员基

本工资、离退休人员退休费之后，一些地方财政，

尤其是中西部县(市)级财政，将会承受较大的压

力。

对于这次改革需要的经费来源， 相关方面已

经有初步的安排。 对于提高公务员基本工资标准、

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离退休费， 采取的办法基本相

同， 主要是按行政隶属关系和现行经费保障渠道

来解决，对于部分地方所需经费，中央财政会通过

增加均衡性转移支付，来给予适当补助；而对于提

高事业单位人员工资标准， 则是按照公益分类不

同，分别由财政和事业单位负担，有财政负担的经

费，中央财政也会通过增加均衡性转移支付，对部

分地方财政给予补助。

人社部专家表示，近两年，中央巡视组在各省

(市、区)调查发现，各地机关事业单位中普遍存在严

重的超职数配备干部、 违规破格提拔、“吃空饷”等

问题。 官方公开的信息显示，2013年，针对违规破

格提拔干部问题， 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专项治

理，2014年又对超职数配备干部进行了整顿。 中组

部 1月 5日公布的信息显示，去年全国共查出 4万

余名副处级以上超职数配备干部，除此之外，还有

规模庞大的超职数配备科员级别的公务员等。

按照国务院的安排，今年中组部、人社部等方

面将在全国范围内，专项整治“吃空饷”。 前述人社

部专家告诉经济观察报，在 2014 年，河北、四川、

河南、山西等省市，就主动开始清理机关事业单位

的“吃空饷” 人员。 去年 1-9 月， 河北总计清理

55793 人，四川是 28466 人，河南是 15022 人，山

西是 3292人。

前述人社部专家补充表示， 在完成对机关事

业单位的超职数配备干部、“吃空饷” 等问题的整

治之后，预计不少地方的财政负担都会大大减轻，

相应地，也会对整个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改革、养

老待遇改革，带来积极的推动效应。

据《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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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看，本次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基本工资普涨，重点是向基层倾斜。 像

公务员中最低级别的办事员，基本工资标准是由 630元提至 1320元；事业单

位中最低级别的工人、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基本工资标准分别由 610

元、630元、3150元，提升至 1280元、1320元、6940元。 中小学教师、医院护

士的基本工资标准提高 10%。 此外，不同级别的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退休费

也都有提高。

另外，在较大幅度提高基本工资、养老待遇的同时，公务员工资中的津贴

补贴、隐性福利，以及事业单位人员工资中的绩效考核部分，都将进行严格削

减、规范。

人社部专家告诉记者，今年中组部、人社部等方面将在全国范围内，对各

地机关事业单位中普遍存在的违规破格提拔、 超职数配备干部、“吃空饷”等

问题，进行专项整顿。

公务员部分津贴补贴将纳入基本工资

相关专家:在抵消养老缴费后月人均增资 300元左右

基本工资提升

经费来自财政

本报讯 据《华商报》报道，近期，职工

正常福利话题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华商

报》为此向 1628 名网友进行了调查，其中

54%的网友称，以前单位常发福利，现在不

发了。 52%的网友称，如果单位不发福利，

会感到非常失望。 多名陕西省政协委员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职工正常福利应该发。

一位姓王的省政协委员认为， 取消福

利是针对公职人员的要求， 他是一家大型

企业的职工， 家里 80 多岁的父母也是这

个企业的退休职工，往年一年到头，也就春

节前每人发点米面油。“可从去年起，发了

50年的米面油被取消了，对很多月工资只

有一两千元的退休职工来说， 这一二百块

钱的福利，是钱，更是感情。 ”

另一名委员认为， 有的单位借八项规

定取消了职工的正常福利，“这样虽然省下

钱了，却容易伤害职工的感情。 ”

陕西政协委员———

春节前发米面油被取消伤害职工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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