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务员今年不会加薪 薪酬制度改革比加薪更重要 PDF转换可

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28/2021_2022__E5_85_AC_

E5_8A_A1_E5_91_98_E4_c108_228439.htm 据《第一财经日报

》报道，日前，全国人大预算工作委员会权威人士向记者证

实：今年没听说有公务员加薪安排。与此相对应的是，有媒

体报道，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将审议的2005年政府工作报

告和财政报告，都没有国家机关公务员加薪的安排，这意味

着政府今年将不会在财政预算中安排增加预算资金为公务员

统一加薪。 转贴于 学生大求职站 http://job.studa.com 国家行

政学院公共管理教授刘旭涛认为，公务员工资变化可能会在

《公务员法》出台后开始。 薪酬制度改革比加薪更重要 在我

看来，目前停止公务员统一加薪是明智之举。 现行的公务员

薪酬管理制度造就了公务员队伍内部收入水平的高低悬殊。

现行的公务员薪酬管理制度以1993年颁布的《国家公务员暂

行条例》为依据，公务员个人薪酬结构由工资、奖金、津贴

与福利构成。但是，国家虽然统一规范了公务员薪酬结构，

但并没有建立统一支付制度。现实中，由国家财政统一发放

的只是数额极为有限的“基本工资”，至于奖金、津贴、各

种形式的福利补贴，完全看各地各部门如何“八仙过海、各

显神通”，各地各部门的财政收入直接决定了所辖公务员个

人薪酬水平的高低。 一方面，明显的低工资与捉摸不透的补

贴、福利让公众永远不知道公务员真实的收入水平，只能激

发公众对公务员的实际薪酬产生无限联想；另一方面，不经

过人大审议的加薪与变相加薪层出不穷，“政府机关自己为

自己涨工资”这种明显违背程序正义的现象破坏了社会公平



原则，越来越使公众感到难以接受。 与加薪相比，以维护公

平与效率为最终目的的薪酬制度改革更为重要。我们冀望于

国家公务员法的出台，冀望于一个真正符合社会公平价值的

公务员薪酬管理制度的出现。在此之前，对于任何一次公务

员加薪，我们都必须万分审慎。 公务员加薪不能自己说了算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按照有关规定

，整体性地给公务员加薪应该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审议，

但以前“我国给公务员加薪从未通过人大审议”。 这正是公

众最担心的事情。公务员这一群体具有一定特殊性，他们既

是社会公共资源的掌控者和管理者，又是社会公正、公平的

维护者，其工资属于公共支出的一部分，而这主要来源于纳

税人缴纳的财政税收。可以说，公务员的加薪，涉及财政再

分配这样一个公共问题。因此，对于这种关乎社会大多数人

利益的公共问题，应该给予公众自由表达和公开辩论的机会

。 其实，身在职场的每个人都在追求更大的职业回报，于是

，很多人凭着自己的学识、能力与经验寻找待遇更优厚的职

位。但这与公务员加薪的最大区别在于，其他大多行业工作

人员的薪资，都由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说了算，市场景气

时加薪，市场萧条时减薪，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

公务员加薪却由政府“有形的手”自己掌控，我们几乎没听

说过公务员因国家财政吃紧而减薪的事。 公务员薪资只涨不

跌的现象会带来社会心理的失衡：民众可能会对公务员不断

加薪表现出某种对立情绪；而在公务员内部，连续加薪增大

了留在公务员队伍的魅力，不利于公务员分流，那些水平不

高的公务员，一看工资加了，就更加不愿意走了；此外，经

济欠发达地区的公务员羡慕经济发达地区公务员的薪酬，不



同单位之间的公务员也在互相比较，这种内部的“不公平”

造成了一部分公务员想方设法要挤进薪资更丰厚的单位，许

多社会急需的公务员岗位却因薪酬相对较低而无人问津，这

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人才逆流。 不是说公务员加薪是“阳光工

资”吗？既然是阳光，就应当说清楚加薪的理由、依据。改

革既然牵涉各方的利益，就必须让利益各方都参与进来，形

成相互制约的局面。2004年，广东省人大常委会要求各级政

府提高公务员津贴时，将方案、标准事先报送同级人大常委

会审批，同时建议政府应在加薪前召开听证会。笔者更希望

，从政府提出加薪申请，到纳税人听证、报人大常委会审议

批准，从交财政实施到实施结果，分别在人大常委会和政府

备案，并将涨幅向社会公布。期待一个更完善的对公务员加

薪的制度早日出台。 “公务员不加薪”何以成新闻 很明显，

不加薪是新闻，意味着加薪已经不是新闻或者至少司空见惯

了。的确，自1999年以来公务员已4次加薪，今年突然明确不

加了，当然给人“新奇”之感。同样是工资薪水问题，“沿

海许多地区农民工工资近20年几乎一成不变”，不过只是最

近才在“民工荒”的背景下被人们提及。 转贴于 学生大求职

站 http://job.studa.com 其实，公务员也好，农民工也罢，薪水

加或者不加，都应该遵循相应的规则来办，并不存在绝对的

谁一定该加、谁不该加的问题。问题在于，这种加薪规则以

及其背后蕴涵的秩序逻辑本身是否合理。比如，以公共财政

资金为薪水来源的公务员，其加薪与否，怎样加、加多少，

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讨论、决策程序？据了解，1999年以来4次

公务员加薪，财政累计支出4066亿元，而“加薪从未通过人

大审议”；由此可见，此前之所以公众对公务员加薪心存疑



虑乃至不满，除了“该不该加”外，更关注的恐怕还是加薪

决策规则和过程的不规范、不透明。显然，如果动用巨额财

政预算“加薪”，不经过立法机关审议而只是由着政府加薪

的受惠者自操自办，那么基本的程序正义便不复存在了。因

为从根本上讲，政府并非财政资金的主人，用别人的钱加自

己的薪，岂能不受民意机关的审核、监督？ 当然，笔者也并

不一概反对公务员加薪。实际上，从全国范围来看，公务员

的平均薪资并不是很高。但是，如果把公务员加薪作为一个

全局性问题拿出来讨论，尤其是放在政府支出的轻重缓急上

看，即使不考虑批准程序上的欠缺，笔者以为，频繁“加薪

”也难言合理：我国养老金缺口每年700亿元；煤矿安全欠

账500亿元；教育部部长感叹“最难的还是教育的投入不够”

⋯⋯ 显然，和这些关乎国计民生的紧迫资金需求相比，在工

资、福利等方面都已达到相当水准的公务员待遇，不宜再轻

言增加。况且，近年来公务员一直是被社会热捧的职业，几

十几百个人争抢一个职位的景象不断上演，如果加薪是因为

公务员薪水低、缺乏职业吸引力，这些情况就很难解释了。 

因此，透过“公务员今年不加薪”这件事，希望国家能尽快

完善相关预算审批制度，使所有预算安排都更合乎法治的要

求，充分体现国情民意。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