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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财政政策支持事业单位改革

贾  康

排，保持必要透明度和投入力度。

对于应转型为企业的事业单位，需要

结合其转型安排，分步减少财政资金的直接

投入，最终使之进入市场公平竞争、财务自

负盈亏状态。但由于存在着一些相关的复杂

情况和政策性支持的必要，财政在转型中与

转型后，需积极研究采取一些合理的税收优

惠或专项补贴政策手段，支持此类单位的顺

利转型，乃至转型后一个时期内“扶上马”

后再“送一程”的特定扶助。

对于大量需继续承担公益职能、保留

在事业单位序列之内的事业单位，在财政资

金支持上还需细分两类情况：第一，对于承

担基础科研、义务教育、大众防疫等较纯粹

公益功能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财政资

金应以全额拨款方式支持其运行，按照业务

特点、岗位编制等规范化、标准化安排预算

资金予以投入支持。第二，对于承担开发型

科研、高等教育与社会培训、部分竞争型公

立医疗等非纯粹公益功能、具有一定“创收”

能力的“公益二类”事业单位，财政资金应

主要以差额补助方式支持其运行，并针对不

同特点形成透明规范、相对合理的差额补助

资金估算方式与计算公式。为处理好这两类

公益事业单位改革中的人员过渡和政策衔

接问题，财政可以视具体情况运用一定财力

来支持必要的过渡安排。

二、以财政政策支持事业单位

创新机制，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

办实事

事业单位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状态好

我国事业单位改革的大幕已徐徐拉开，

将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分类推进，基本实现相

关的公益事业发展和机制创新目标。以财政

政策支持事业单位改革，是形势发展和配套

改革的需要。如何优化财政政策以发挥好财

政分配应有的支持作用，在此做一些初步的

分析探讨。

一、以必要的财力投入支持

事业单位分类转型归位

我国现有事业单位合计职工规模约

4000万人，机构种类繁多，但可大致归为承

担行政职能、公益服务职能和经营职能的三

大类。按照分类改革思路，承担政府行政职

能的，需回归于公务序列；承担经营职能

的，应转型为企业；为数众多的承担公益服

务职能的机构，应进一步整合、提效，从保

基本公共服务入手，改变公益事业发展滞后

现象，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公共服务需

求，实现其可持续发展。因此，运用财政资

金支持现有事业单位分类改革，首先有必要

分析认识、正确把握以财力投入支持改革的

不同要领：

对于应归位于行政公务序列的事业单

位，需要结合具体改革方案，清理整合现行

职能，在财政预算中规范地列入其年度行政

经费，合理衔接机构人员改革前后的工薪与

福利待遇，尽快以公权单位“收支两条线”

原则和管理机制对其单位收支实行全覆盖，

即规费、罚没等收入一律不许与本单位职工

待遇作任何形式的挂钩，而应有的人员薪

酬、福利必须全部经过预算作规范的足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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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和水平高低，不仅与财力投入相关，也与其运行

机制关系密切。要针对以往运行机制层面的弊病与

不足，按照高效率、可持续的要求，以财政政策和财

政资金支持事业单位改革中的机制创新，并力求“花

钱买机制”，即在投入的同时附带和捆绑创新实践、

机制试验。

比如，在公共服务的“政府采购”方式上，既有

国际经验可资借鉴，又有国内前些年已开展的一些

探索值得重视。同样是新农村建设大概念，同样要

花钱，比之以往的“设机构养人”方式，基层“村医

服务”的政府采购和“文化（电影、戏剧等）下乡”的

政府采购，就已被一些地方的实践证明是“少花钱

多办事”和“把好事办实、把实事办好”的新机制新

方式。在我国公益服务领域人、财、物、事的管理方

面，类似的机制创新空间还有很大，财政政策和财

政资金在支持事业单位改革中，应以机制创新贯彻

绩效导向，打造财政支持公益事业发展的长效、高

效机制。

三、以财政政策动员、吸引社会力量，

兴办公益事业，实现多元发展

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

国社会资金、民间资本不断壮大，这些非政府主体介

入公益慈善、公共服务领域，既有国际经验、历史经

验可循，也有近些年国内现实生活中的活跃表现和

一些先进案例可以借鉴。事业单位改革中，财政政

策和财政资金需高度重视、大力动员和吸引社会力

量来合力支持公益事业发展。在整体的社会现代化

管理方面，这是一项重要内容。

吸收社会资金民间资本、动员自愿者组织社会

团体和非营利机构等兴办社会公益，至少可考虑如

下一些政策方式：一是以财政资金和政策在PPP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框架内，提供一些以准公共产

品为特征的公益服务，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

的乘数、放大效应，带动政府资金与资源共同参与，

提高公益服务水平。二是以税收优惠政策支持民间

办学、培训、办医等准公益或半公益事业发展。三

是以税收优惠、定向支持等方式支持民间机构、志

愿者组织开展救灾、慈善等公益活动。

总之，多渠道筹措公益资金可以和探索、发展

多种新型业态的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相互推进、多

轮驱动、多元发展，开创我国公益事业蓬勃发展的

新局面。

当然，在论及以上三大方面之后，还应提到：

对所有的公益资金投入、运行，都必须实施严格的全

流程资金监管，并发展、健全相应的资金绩效考评制

度和公益事业资产监管制度，以切实保障我国公益

事业的公正性、公信力、效益水平和可持续性。

（作者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责任编辑  韩  璐

新闻出版业转企改制走向市场加速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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