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雇员曾被很多人比作“鲶鱼”，认为有利于激发公务员队伍竞
争，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与效率。但事实上，他们身在体制外，却做
体制内的事，身份尴尬；缺乏晋升渠道，永远是“临时工”，他们缺乏稳
定感。政府雇员出路何方，值得探索和思考。

9月10日，刘嵘（化名）填着表办理入
职手续，手续完毕，他将结束5年的政府雇
员身份：“从临时工变成正规军。”

他是株洲市首批政府雇员中的一员，
5年前， 他和两名同伴通过招考成为株洲
市首批政府雇员，供职于株洲市规划局。5
年后的今天， 一名早已离开， 一名仍在坚
持，通过考试转正的，仅他一人。

何为政府雇员？同一屋檐下，他们非公
务员， 却在政府部门工作； 人家拿“铁饭
碗”，他们是“临时工”；他们羡慕着公务员
的稳定，公务员也羡慕着他们的高薪。

政府雇员们经历了怎样的职业错乱？
他们的出现，对现行公务员制度是补充还
是讽刺，能否对其带来良性冲击？本报对
此进行观察。

二次择业

2009年，刘嵘在长沙一个规划设计院
上班，每天面对图纸和数字。

一天，他看到消息：株洲市规划局招募
政府雇员，高级雇员年薪10万-12万，中级
雇员6万-8万，需具备规划师、建造师、工
程师等相关专业职称和证书， 并拥有相应
工作经验。仔细核对条件，自己正是他们需
要找的那类人才。

彼时， 刘嵘已在设计院画了8年图。
“埋头画图，长期加班，感觉很累。” 刘嵘决
定试一试。

这次招的政府雇员是政府聘请的技
术人才，签订雇佣合同，不具有行政职务，
不行使行政权力，不占用行政编制。“其实
就是花钱请你来做事， 跟临时工差不多。”
刘嵘坦言。在设计院上班时，他的年收入
有十几万。来应聘政府雇员，主要是看中
了规划局这个单位。

笔试难度并不大，考察专业理论知识
和画图能力。面试时，规划局一位领导跟
他一对一聊天半小时。

面试官问他：“为什么愿意从高薪到低
薪？”他凭着直觉说：“我已画了8年图，以前
都是以一个设计者的角度看问题， 应聘政
府雇员， 我希望能以一个城市管理者的角
度宏观参与城市建设。”

说完，他觉察到面试官脸露微笑。他和
其他两名应聘者一起，从10个报名者中脱
颖而出，成为株洲市首批政府雇员。

角色转变

来到规划局上班后， 他们被分到城乡
规划、规划管理等业务科室。生活悄悄发生
变化。

除了参与全市重大项目规划编制外，
他还要指导县市规划局业务。他慢慢发现，
自己正从纯技术路线走向行政路线。

“以前只需注重专业知识，现在更看中
的是为人处事的能力，专业技能可能只占
50%了。”他学会了从公共利益，人与自然
的环境，各方主体平衡等方面来看待问题。
“入，则有生气，出，则有高至。”他说，这五
年是自己成长最快的五年。

因为有专业技术做支撑， 他们的专业
技能在岗位上很快发挥了作用，很多重大
项目编制上，都有他们的身影。

株洲市规划局人事教育科负责人告诉
记者，规划局目前有100多名公务员，但是
遇到规划、设计等专业性问题，还是力所不
能及，所以，特别需要拥有专业技术背景的
人才。

记者了解到，继那一次招募后，株洲市
规划局还陆续招募过其他5名政府雇员，
到今年，规划管理二科共6个人，其中就有
3个是政府雇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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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他们非公务员，是“临时工”；他们羡慕着公务员的稳定，公务员也羡慕着他们的高薪

“政府雇员”：探索者与尴尬事
工作推进之时， 问题

亦随之而来。
一次，刘嵘代表株洲市

规划局回复人大代表议案。
人大代表问：“你是干什么
的？”他解释是政府雇员。对
方不满地说：“你们能不能
搞个正式员工来跟我说
话？”这让他无比尴尬。他回
忆，因身份问题，随后的谈
话很不顺利，人家对你的不
信任已经变成“你们单位不
重视”， 更难以认同他所说
的专业问题。

“我到底能不能代表
政府出去办事？” 刘嵘说，
这是最困扰自己的问题。

身份尴尬还导致了福
利和升迁问题。 因为采用
合同制和年薪制， 合同期
内年薪不能有变化。刘嵘5
年政府雇员生涯， 包括保
险等福利在内， 年薪一直
是8万，“最后到手的是6万
元左右。”相较于的公务员
三年一次提拔机会来说，
政府雇员们的晋升空间几
乎为零。“干好干坏一个
样，年底给评先进，还是破
例。”

三年期限满后， 他们
被告知，“三分之一留，三
分之一转， 三分之一走。”
最后， 通过部门同事打分
和领导考核， 他和另外一
名同事留了下来， 另一名
同事张希离开。张希说：她
的离开是因为领导投票没
有通过。

另一边，转变身份一说
也变得遥遥无期，因为公务
员队伍要严格遵守“逢进必
考”的用人原则，规划局几
次打报告想解决他们的身
份问题都没能成行。

今年， 刘嵘已经34岁，
因为年龄限制，只有最后一
次参加公务员考试的机会，
他抱着破釜沉舟的心态跟
应届毕业生同台考试。

在备考半年里， 他白
天上班，晚上备考，业余时
间全部贡献了出来。同时，
一些公司向他伸出橄榄
枝，许诺高薪和一定职位，
期待他加入。“那个时候其
实已经想好了，没考上，就
走人。”

考试结束后，传来消
息：考试通过。“终于从临
时工变成了正规军。”他
也是株洲市规划局 11名
参加考试的人员中，唯一
通过的。

如今，5年过去， 株洲
市首批政府雇员一个已经
通过考试成功转正， 一个
早已经离开， 还有一个依
旧呆在政府雇员的位置
上。 他们三个人的职业变
化， 正代表了政府雇员的
三种不同命运。

株洲市人力资源与
社会保障局劳动关系科
科长程淼清认为，政府雇
员的出现有其历史和现
实的原因。在计划经济时
代， 行政命令占主导地
位。但随着经济和科技的
发展，高科技项目，高科
技园区大量出现，市场对
政府自身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出现了购买公共服
务， 第三方专业队伍等。
作为政府方，至少要有一
些比较懂行的人对接和
监管。但现行的公务员招
考制度注重政治素养和
基础知识，只能招到初级
人才，导致公务员队伍里
很多都是万金油，什么都
会一点，但什么都不精。

“政府雇员的出现，
对现有公务员队伍的一
种补充。” 用这种灵活的
方式吸引了体制外的高
技术人才，能增强政府效
能，也打破了官本位与公
务员终身制。

但制度显然没能跟

上现实需求。2002年， 我国
政府雇员最早在吉林省出
现，此后在江浙，广州等地
风靡一时。 但随着身份，晋
升渠道，薪资待遇等细则不
明晰，逐渐冷淡下来。国家
层面一直没有相关的管理
细则出台，湖南省还没有针
对政府雇员专门的管理规
范，但在长沙、株洲等地，政
府雇员已经大量存在。

政府雇员由谁批准？谁
来管理？ 设立的标准什么，
考核机制是怎样的？成绩谁
说了算？

程淼清认为，若这些问
题不解决，政府雇员有可能
成为利益输送的灰色地带。
程淼清分析称，参照劳动法
合同法管理的政府雇员在
现实中还有一些冲撞 。例
如，政府雇员初衷是建立能
进能出的用人机制，但按劳
动合同法， 第三次签合同
时， 需签无固定期限合同。
照此操作，能进能出就形同
虚设，如果政府解雇，还将
面临高额的经济补偿。

长沙连线

探索多年
没有管理办法

在长沙， 招募政府雇员
已探索多年， 但依旧没有建
立专门管理办法， 仅在《长
沙市市本级机关事业单位
编外合同制人员管理办法》
中将编外合同制人员分为
高级雇员、中级雇员和普通
雇员， 并建立了工资福利正
常调整机制。

程淼清总结，“小政府、
大社会”日渐普及，政府雇员
在公务员队伍里大面积出现
的可能性不大。短期、小范围
的试点招募可以探索， 但如
果长期进行， 就需要出台相
关政策加以规范。

目前， 政策不完备对于
引进人才的影响已经显现，
株洲市发改委此次招募6名
政府雇员， 报名达18人就开
考， 但最后报名人数却没达
到开考条件。

吉林最早推行：2002年6
月， 吉林省在全国率先推行
“政府雇员”制度，并正式下
发了《吉林省人民政府雇员
管理试行办法》。

深圳赴港招聘：2004年，
深圳派出招聘团， 赴港招聘
政府雇员， 全市51家机关事
业单位提供了184个职位，分
为高级雇员和普通雇员两
种， 月薪从3000多元到上万
元不等。

首名“政府雇员”解聘：
2008年1月7日， 深圳市南山
区图书馆一纸《终止雇员合
同通知书》， 将2004年9月诞
生的“深圳首名政府雇员”邹
琦解聘。

最高年薪政府雇员黯
然退出：2004年4月1日颜兵
受聘为无锡市对日招商首
席代表， 获得50万年薪。一
年后顺利续约。两年期限来
临，因未能完成5000万美元
的招商任务，他被无锡市政
府解聘。

■记者 汤霞玲
实习生 王瑶

国内连线

吉林最早推行
从火热归于沉寂

亟待标准

身份尴尬

■制图/杨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