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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在即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将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
案，成为各界高度关注的热点。

参加两会的一些代表委员指出，当前
行政审批权异化现象需要警惕。在行政体
制改革中，政府部分审批权转由一些事业
单位和社会组织承接，有些组织反而变成
了狐假虎威的“二政府”。它们破坏市场环
境，损害政府公信力，成为延伸腐败的“毒
瘤”，亟待通过新一轮改革彻底铲除。

“坐行业轿子，收企业票子”
去年底， 广州市政协组织的一项调查

显示，广州全市657个社会团体中，有三分
之二过去由党政机关主导成立， 行政色彩
浓厚，充当着部分行政机关“二政府”角色。

全国政协委员、农工民主党中央秘书
长陈建国说，承接政府审批权的社会组织
包括行业协会、 鉴定评审机构和各类社
团，“二政府”便混迹其中，在公权力的“灰
色地带”潜滋暗长。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引用一段
俗语来概括：“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
子，坐行业的轿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
兼职的位子。”

“二元腐败”变“三元腐败”
“‘二政府’这个怪胎好比‘四不像’，政

府和市场所有的毛病，它身上都有。”陈建
国委员说。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全国性行
业协会多数都是政府所创办， 无论组织、
领导还是经费、政策，都与行政主管单位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朱征夫委员认为，原来的腐败是由政
府官员与行贿者直接操作的“二元腐败”，
“二政府”出现后，变成了加入中介组织的
“三元腐败”，腐败手法更加多样、隐蔽，也
更难发现和查处。一些行业协会和鉴证类
中介组织已成腐败多发区。

定位政府职能，切断利益链
割除“二政府”这一“毒瘤”，必须切断

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之间的“隐性审批利
益链”。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承德市市长赵风
楼建议出台明确规定， 一定级别的官员退
休以后，几年内不得在行业协会担任领导，
尤其是与本职部门相关的协会。 代表委员
的建议指向“公开透明”：建立审批透明机
制， 什么机构拥有哪些审批权限， 收不收
费、收多少，都要公开，防止一些部门巧立
名目作为行政审批前置条件， 隐性抬高行
政审批门槛。

国务院《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
革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到2020年实现
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比2010年翻一
番”，此前人社部也提出“‘十二五’期间
职工工资翻番”规划。收入倍增怎样才
能不成为统计上的数字“被增”？记者连
线全国两会上的代表委员进行了解读。

让“人均”成多数人的感觉
【现象】 胡润富豪榜显示， 中国十

亿美元级富豪数量达212人。 一边是富
豪人数冠全球，一边是2.6亿农民工收入
和保障水平亟待提高，人均收入翻番如
何首先惠及低端、让“人均”成为大多数
人的感觉，这是百姓最为关心的话题。

在不少网友看来，收入倍增除了要
让大家都富起来，更要处理好低收入阶
层增长应该大大快于高收入阶层的现
实问题，避免低者被高者在数字上“拉
上去”，要“倍增”不要“被增”。

【建言】 全国政协委员、 民建中央
委员王济光认为， 要实现居民收入倍
增，应更加注重在收入增长上重点把低
端“快增、增厚”，加快改革和规范国企
高管薪酬体系，逐步缩小行业、地区、城
乡收入差距，提升普通百姓对收入增长
的幸福感和“触摸感”。

隐性福利需“并轨”
【现象】 截至2012年9月，全国农民

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 基本医疗、

失业、 工伤保险者占农民工总人数比
重， 分别仅为17.8%、19.7%、10.4%和
28.0%（按全国农民工总数2.6亿人计
算）。换言之，将来无法领取养老金的农
民工约有两亿人。

【建言】 在全国人大代表、 重庆建
工三建公司员工刘钟俊看来，农民工群
体要真正享受到收入倍增计划的成果，
除了要提升农民工当下的工资收入水
平，共享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生活水平
提升，更重要的还要让他们享受到同城
待遇的社会保障体系、同城待遇的子女
教育等等一系列“隐性福利”。

工资跑赢CPI，收入跟上GDP
【现象】 经济发达地区生活成本

较高， 东部地区不少企业每年上调工
资在10%左右才能吸引员工留下；同
时，在原材料成本、运输成本等因素叠
加下，企业在员工增收方面又显得“力
不从心”。

尽管在过去的一年间，CPI增长水
平已经有所回落，但如何让居民收入水
平跑赢CPI、 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
发展同步依然是一个现实的课题。

【建言】 全国人大代表、 民盟中央
常委韩建敏认为，要使得居民真正感受
到收入倍增的幸福感，除了要设立工资
正常增长机制，也应统筹考虑中小企业
的承受能力，在税收、物流等方面提供
一定的优惠政策。

“戴市场帽子，拿政府鞭子，坐行业轿子，收企业票子”

期待机构改革铲除“二政府”

★制度反腐是关键
全国人大代表朝克： 从历史看，

“运动式反腐”尽管一时轰轰烈烈，但
终究难逃“人去政息”；从现实看，网
络反腐呼声很高，但也频频遭遇缺少
制度支撑的瓶颈； 从国外反腐经验
看，从制度上规范约束权力，强化监
督，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

★源头治理须发力
全国人大代表张兆安：在一些地

方，数任建设厅长、交通厅长“前腐后
继”，说明仅仅抓人、换人是不够的。
反腐败不能像割韭菜，割掉一茬又长
一茬，关键在于除掉根、铲掉土。腐败

的源头是权力运行失范，从源头上厘
清公权的边界，是规范权力运行的基
础，也是消除寻租空间的前提。

★“老虎”“苍蝇”一起打
全国人大代表傅永春：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纪委二次全会上提出要坚
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打老虎，表
明剑指特权的坚强决心； 打苍蝇，传
递有腐必反的积极信号。

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贾桂梓：既
然定了制度，就必须严格执行，对违反
制度者“零容忍”。不管你地位有多高，
权力有多大，只要是腐败有证据，就一
定要把你绳之以法，不留死角、盲区。

用制度的笼子“关住”腐败

收入倍增:低收入者增幅应更大

全国政协委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副部长胡晓义4日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养老金双轨制等一系列问题正在
进行综合研究和顶层设计。

胡晓义表示：“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课
题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和顶层设计，会在
适当的时候和大家进行更进一步讨论。
有的已经做出了决策原则和方向，有的
还在深入研究。”

他介绍，除了养老金双轨制待遇差
别问题外，这个综合课题还包括应对老

龄化的资金安排，养老金空账、缺口、投
资运营、城乡差别、转移接续问题，退休
年龄问题，多层次养老保障问题，如何
发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大病保险等。

“实际上，已经有一些问题在和大家
讨论了，比如前些时间拿出的城乡养老
保险制度的衔接，这都是我们整体方案
的一个组成部分。”胡晓义说，“其他方案
会陆续拿出来，充分让社会各界发表意
见。”但他没有给出方案出台的时间表。

■均据新华社

人社部：养老金双轨制进入顶层设计

>>纵议

新华社 图

>>连线

>>解读

代表委员梳理出了
审 批 权 异 化 五 大 乱
象———

乱象一：“审批”变
“核准”耍花招，换汤不
换药。 一些部门明着是
下放审批权， 暗地里却
以核准、备案、评估、检
测、 监制、 鉴定及准运
证、 准销证等名义搞变
相审批。

乱象二： 转移敛财
职能， 把下属单位变成
“收款机”。 有些部门不
方便、 也不敢直接做的
事， 就让下属事业单位
或社会组织去做， 早已
成了潜规则。

乱象三：政府、市场
两头吃， 中介机构变权
力寻租“避风塘”。借道
“中介服务”等第三方进
行权钱交易， 成了部门
权力利益化的新形式。

乱象四： 任职者非
亲即贵，变成“养老院”
和“家属院”。一些部门
领导退休， 首选去下属
社会组织当会长或法人
代表，已成一种“惯例”，
一是变相延长了在职时
间，二有大笔“活钱”可
用。

乱象五：坐拥特权，
级别不变， 更像“官老
爷”。有的社会组织被主
管部门授予部分行政、
准行政等职能， 像政府
机关一样享受级别“待
遇”。

五大乱象勾勒
公权力“灰色地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