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务员改革，既要体制外“鲶鱼”，又要体制内“鲶鱼”

10月15日，国考开始报名当天，广西人事考试网发
布《2012防城港市政机关公开招聘聘任制公务员报名时
间延长公告》。“聘任制”公务员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早在2007年，深圳就开始试点公务员聘任制。今年
年初，随着江苏、四川、河南等地相继推行这一制度，公
务员聘任制出现了一个小高潮。

相较于传统意义上的公务员委任制，公务员聘任制
最大的不同或者说最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引入市场机制，
将公务员“终身制”变成“合同制”，将公务员“铁饭碗”变
成“瓷饭碗”。近几年，打破公务员手中“铁饭碗”的民意
呼声越来越强，在此社会背景下，一些地方也先后进行
了探索，并部分实行了公务员聘用制。

深圳是最早“吃螃蟹”的城市。9月中旬，深圳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称，深圳将继续扩大聘任制公务员队
伍规模， 并配合深圳市委组织部落实好党委、 人大、政
协、民主党派、法院、检察院和群团机关新进公务员实施
聘任制工作，争取在两年内使聘任制公务员占全市公务
员总数的比例上升到10%以上，总数增加到4000多人。

始于2007年的深圳公务员聘任制改革试点，已经过
5年时间。从最开始在专业技术人员中实施，到如今推广
到所有新进人员，深圳公务员改革备受关注。公众的关
注焦点在于，公务员聘任制能否打破我国公务员队伍所
具有的高度“封闭性”，让其不再“难进难出”。

9月18日，观点中国网评论专栏作者王旭东撰文称，
聘任制公务员向来被称为公务员队伍里的“鲶鱼”，以期
发挥“鲶鱼效应”。可是，从各地的聘任制公务员成效来
看，确实是条“鲶鱼”，但还游离于“体制外”，对根深蒂固
的公务员制度并未形成根本性“威胁”。而真正的“体制
内鲶鱼”则是科学合理的退出机制。目前，退出机制尚是

雾里看花，虽然有连续两年年度考核被评为“不称职”等
级的公务员将被辞退的规定，但遭遇“执行难”。只有进
一步畅通“出口”，让体制内外的鲶鱼更活跃，才能更好
地发挥“鲶鱼效应”。

“中国需培育教师、医护人员、市场营销、出租司
机等城市主流就业领域的吸引力。”

如上文所言，公务员改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未
来几十年里，官本位的利益机制，依然很难发生很大变
化。更何况，官本位的文化和制度机制要发生变化，更是
长期的任务。因此短期之内要想给公务员热降温，只有
通过各种措施，拓宽大学生的就业、创业之路。

“中国需培育教师、医护人员、市场营销、出租司机
等城市主流就业领域的吸引力，让他们更受尊敬，进取
空间明显，同时加强私营企业的吸引力，这将使中国的
城市就业市场不仅丰富多彩，而且更加平等。”近日，《环
球时报》的评论说道。

公务员考试的火爆现实说明，中国一要发展，向全
体公民提供更多也更有吸引力的人生机会。二要不断调
整改革，在有突出吸引力的行业与弱势行业间及时调控
平衡。这既是国家发展之道，也是增进社会幸福的正道。
如果一个社会里的优秀人才都跻身官场；如果一个社会
的优秀人才即使有了成就，也不得不去跻身官场才能有
更好的出路，那么这个社会的发展，也还是存在问题的，
显然，这是需要改变的。

高度激烈的公务员考试表现了中国社会不从容的
一面，而培育社会的从容，需要有更多个人的从容。给每
一个人机会，即使他失去了这个机会，他也不会活得很
差，中国只有逐渐做到这一点，今天社会中的很多喧嚣、
激动和戾气才会最终趋于平复。

总之，一个社会，要真正让优秀人才各归其位、各专
所长，为社会创造财富，一个“苦”字，恐怕仍难以改变社
会职业选择趋向体制内的单一选择。也许，只有从经济
结构转型、社会保障、福利兜底、价值选择等角度着力，
年轻人才可能多元认识职业价值，去往更自由开阔的职
业天地。

据《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环球时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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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饭碗”，稀缺资源造就含“金”量

公务员热为什么迟迟难以“降温”？有评论认为，一方面与公务员职业的“高幸福感”对青年的价值观导向有关，很
多人认为公务员工作稳定，只要没犯大的错误，就几乎不用担心被裁员的风险，一旦考上公务员，就走上了“学而优则
仕”的仕途；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我国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思路所致。大学生在就业之路越走越窄的情况下，选择考
公，既解决了就业的问题，又能“一考定终身”何乐而不为呢？

公务员的“高幸福感”，来源于权力带来的优越感

你幸福吗？这是最近中国社会和舆论场热议的一个
话题。尽管央视的调查遭遇近乎调侃式的嘲讽，但这种
更接近于功利社会对幸福感理解的命题，还是在一个日
趋物化的社会中达成了共识———公务员被普遍认为是
“高幸福感”职业。

有人认为，公务员的“高幸福感”来自“稳定、高福
利、有保障、安全感”，而这些恰恰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基
本保障。当这些“基本保障”变成一个特殊群体的待遇，
并足以让他们形成“高幸福感”，那么，这种“高幸福感”
并非社会福祉，而是特权阶层的优越感，实际上与“幸福
感”的内涵是南辕北辙的。

本该是社会成员的基本保障，最后却变成了公务员
群体的“特殊待遇”，事实上，这一中国特色“官本位”的
利益机制，有一个形成的过程。

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社会高度一体的计划经济模式
被否定和弃置，取而代之的是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吃饭
穿衣不再依靠分配，农民的粮食和副产品有了市场价值，
商人的生意头脑也有了市场价值。 计划经济时代被视为
只有少数人才能够过上的生活，飞入了寻常百姓家。

但在此过程中，有一种资源依然稀缺，那就是权力。
尽管社会发展已形成一套成熟的运作体系，但在不少地
方， 社会法则基本都是围绕着权力这个中心来运转的。
经济社会活动本应是市场行为，但最后起作用的往往成
了官场行为。

于是，权力带来的优越感成就了最高的“幸福感”。说
起来“稳定、有保障、安全感”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基础，属
于普遍的制度保障。但这种基本的制度保障，变成了百万

人争相拥有的特殊权利，那么，体制外的绝大多数社会成
员，处于何种程度的“幸福感”，抑或有没有“幸福感”？公务
员的“高幸福感”，实则折射了更大的社会缺陷。

年轻人，到体制内去！

如果说公务员的“高幸福感”只是为人们尤其是年
轻人勾画了一个“美好未来”的话，那么大学扩招造成的
就业难以及国家为解决就业难制定的政策，则实际推动
了年轻人趋向这一“美好的未来”。

多年前，我国在部署解决大学生就业时，就提出了
“开发一些基层服务和管理等方面的岗位， 有针对性地
提供给高校毕业生”、“国家采取的宏观调控的重大项
目、基础建设项目，鼓励吸纳大学毕业生参与这些项目”
等措施。具体而言，就是扩大事业单位、公务员招录以及
国有企业的招聘。

上世纪末，随着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体制外的空间
充满活力与机会，大批年轻人纷纷走出“体制”，进入外
企或下海淘金；十几年后，形势发生了变化，这支悄然转
向的隐形指挥棒开始朝反方向指引———年轻人，到“体
制内”去！

10月15日，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评论》报道，一份反
映15万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求职意向的调研报告显示，
将近四分之一的应届生选择“体制内”就业。

然而，公务员招录为大学毕业生就业让道的明显意
图，导致大学生就业选择更为狭窄，莘莘学子们纷纷以
考上公务员为荣。在这种心态的指引下，不仅普通高校
的学生为公考“狂”，就是清华、北大等知名高校的硕士、
博士生，都选择仕途作为自己的人生方向。连续4年以至

8年参加公考的年轻人，在媒体的报道中屡见不鲜。
实际上，相比于发达国家，我国大学生的人口比例

并不高———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每10万人中具有大
学文化程度的为8930人———大学生就业之所以存在困
难，有许多原因，但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经济机构与高等
教育规模不相适应， 服务业是容纳大学生最多的行业，
如果服务业不发达， 大学毕业生就只能到第一产业、第
二产业求职。这就是我国大学生就业的现状。因此，政府
部门必须根据这一现状来改善大学生的就业环境。

打破“金饭碗”，年轻人到体制外去

公务员热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在人们讨论千军万马挤公考的同时，一些评论从“最苦金饭碗”之“苦”入手，认为
“金饭碗”之“苦”，正打破了长期以来报考者对公务员持有的虚假印象，让公务员摆脱掉“清闲”、“高薪”、“保障好”等
标签。但事实上，即使是“史上最苦”，公务员职业仍还是“金饭碗”，与其他职业相比，仍具有明显的优势。要给公务员
热降温，只有等到公务员真正由特殊职业变为普通职业那一天。在这方面，公务员聘任制已为改革拉开了大幕。

在很多人看来，公务员待遇好、有保障、不用担心失
业，是不折不扣的“金饭碗”。

■整理/记者 卢小伟

公务员改革任重道远， 大学生只有建立多元职业
观，才能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