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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转企”？

　　《意见》在网络上发布后，
不少网友和自媒体认为，《意
见》所涉单位是省属所有事
业单位。
　　山东省人社厅事业单位
人事管理处的相关人员对《中
国新闻周刊》解释说，“事
转企”针对的是此前山东省
政府已经批复，但尚未完成
“事转企”的事业单位，而
且都是省属从事生产经营活
动的事业单位，并非所有省
属事业单位。
　　事实上，山东省的“事
转企”不是新生事物，而且
一早就明确，针对的是经营
开发服务类事业单位。
　　2014年7月，《大众日报》
报道称，根据省委、省政府
的部署要求，各级各部门积
极稳妥地推进事业单位分类
改革。当时就指出，所涉事
业单位是经营开发服务类事
业单位。
　　次年 6月，山东省政府
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印发省
属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事业单
位转制为企业工作方案的通
知》，公布了 79 家相关单位
名单，包括设计院、研究院、
宾馆等。
　　之后，为继续推动“事
转企”，山东省政府还对该
名单 79 家单位之外的部分省
属事业单位转企改制方案做
了批复。
　　上述受访者告诉《中国
新闻周刊》，凡可以改制为
企业的事业单位，都是经营
类、有“自收自支”能力、
可以实现自我盈利的单位，
由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
转企并不现实。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
革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汪玉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过去一些经营性机构被列入
事业单位行列，使得它们既
享受事业单位待遇又在市场
活动中盈利，背离市场经济

规律，是一种错位的安排。
通过改革让它们剥离事业单
位，就是为了扭转这种不合
理的格局。
　　“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
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如果不对这类事
业单位进行改革，就会影响
市场的公平竞争。”他强调。
　　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
中心副主任庄德水也告诉《中
国新闻周刊》，对生产经营
类的事业单位进行转企改制，
有几方面考量：首先，这类
事业单位虽然有部分公益性
质，但其又有很强的市场属
性，对其进行转企改制是符
合其特性的；其次，这类事
业单位日常是参与市场竞争
的，对市场规律比较熟悉，
已经实现自负盈亏，从改革
的难度和挑战性来说，这类
事业单位转企带来的波动和
影响相对较小，而图书馆、
文化馆等一些财政全额拨款
的事业单位，承担了社会公
益服务职能，具有纯公益性，
不宜将其转企推向市场。
　　在山东省政府官网上，
可以查询到这些年来省政府
对部分事业单位转制的方案
批复。不同单位根据情况转
制成了不同性质的企业，如
省旅游项目策划中心（省旅
游工程设计院）、省特种设
备检验研究院和省质量技术
审查评价中心等转制为国有
企业，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省水利勘测设计院等转制为
职工出资成立的股份制企业。

改革博弈

　　不过，《中国新闻周刊》
了解到，9年前被列入79家“事
转企”单位名单中的部分单
位，因一些因素至今都未改
革，有的成了另一个单位的
直属事业单位，还有的虽然
保住了事业单位身份，但失
去了财政支持。
　　例如，山东省内燃机研
究所位列上述名单之中，该

所创建于 1980 年，主要从事
内燃机整机及相关零部件设
计、开发、性能优化、产品
技术标准制定、质量检验方
法评定等，其官网显示该所
现有职工 40 余人，科技人员
占从业员工总数的 75％。
　　2015年，该所被列入“事
转企”名单时，举办单位为
山东省机械工业协会。该研
究所一名内部人士告诉《中
国新闻周刊》，该研究所虽
然上了上述名单，但 2016 年，
该所并进了山东交通学院，
后来更名为山东交通学院山
东内燃机研究所，成为该高
校的直属事业单位。
　　关于没有转企的原因，
他表示，当时有些人不愿转
企，考虑到该所与高校更对
口，该所就主动找山东交通
学院，“山东交通学院也觉
得合适，省里同意后，就并
进了山东交通学院”。
　　山东省政府官网的一篇
文章也提到，2016 年，历时
半年，经过“调研—启动—
申请—批复—筹备—并入”
等阶段，山东省内燃机研究
所整建制并入山东交通学院，
不再转企改制。该所 64 名在
职人员并入山东交通学院，
纳入山东交通学院人员控制
总量管理，其事业身份记录
在案；离退休人员统一由山
东交通学院服务和管理；该
研究所资产、债权债务一并
划转山东交通学院。
　　谈到并入的意义时，文
章提到，这有利于整合双方
科技资源与技术资质，推动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深度融
合，实现优质资源叠加，优
势互补；有利于形成我省在
车辆与动力学科建设方面的
合力，推动一流学科建设，
提高山东交通学院整体办学
水平等。
　　不过，也有的事业单位
虽然“抵制事转企”，但并
不顺利。
　　山东一家事业单位内部
人员孙晓杰（化名）告诉《中
国新闻周刊》，他所在单位

也被列入了上述名单，单位上报改
制方案时，曾提出与另外几家事业
单位合并，得以继续保留事业单位
身份，但该方案最后未能获得省里
批复。
　　关于不想“事转企”的原因，
孙晓杰坦言，主要有两方面考量：
一是该单位属于行业服务类机构，
虽然有科研项目，比如新材料和新
产品开发，也有职业技能鉴定等，
但从规模看，属于“小散弱”的事
业单位，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
如果转为国有企业，后续很难生存；
二是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人员待遇
等差异大，根据政策，工龄满 30 年
的老员工和已退休人员的待遇等不
受“事转企”的影响，但像他这样
较为年轻的在职员工普遍有后顾之
忧。
　　2020 年，孙晓杰所在的单位实
行“扎口”管理，单位人员只出不进，
同时，在职员工也不再享受财政拨
款待遇。
　　孙晓杰说，单位虽然还是按照
事业单位管理，但这几年单位所属
的行业市场不景气，再加上在职人
员失去财政支持，单位现在连正常
运转都很艰难。“我年龄已过 35 周
岁，如果离开单位，再去找工作很难，
这个年龄考公也不现实。”孙晓杰
感慨。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
财政压力的前提下，他是支持对事
业单位进行改革的，但“事转企”
时应该充分考虑单位“人财物”的
相关情况，对单位开展的业务状况、
前景等也要通盘考虑。对事业单位
改制的目的是让单位变得更好，如
果改得不合理，就背离了改革初衷。
　　庄德水也强调，事业单位转企
涉及人的利益等问题，在改革过程
中，会出现人员思想不认同、行动
不到位、配合不积极等问题。所以，
相关部门开展这些工作时，要做足
人员的思想工作，在制定改革方案
时，多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保
障职工利益，减少改革阵痛带来的
社会风险。
　　汪玉凯同样表示，对事业单位
改革会触及多方利益，阻力重重，
与行政编、事业编、企业编人员的
薪资、福利待遇差距偏大有直接关
系。“比如，有职工在事业单位退休，
每个月退休金 6000 多元，如果按企
业职工退休，每个月退休金 3000 多
元，这种差异会给改革带来阻力。”
　　据他所知，部分事业单位改革
中，有的人员编制看似被这个事业
单位收回了，但人员却分流到了其
他事业单位，这种“数字游戏”导
致事业单位改革难以推进。

如何继续推进？

　　2011 年 3 月，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
革的指导意见》，这是党中央、国
务院首次针对事业单位改革作出的
顶层设计和总体性部署。其中明确，
按照社会功能将现有事业单位划分
为承担行政职能、从事生产经营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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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编大省推进“事转企”，“铁饭碗”
还香吗？

”　　近日，考编大省山
东的一份官方文件印发
后，引发舆论关注。
　　山东省人社厅、山
东省委编办等 10 部门
联合印发的《关于省属
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有
关问题的处理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明确，
经省政府批准转制为企
业后，省属事业单位要
正式行文解除其与编制
内工作人员的人事关
系，并在规定期限内核
销相关人员的机构编制
实名制信息。
　　一时之间，外界有
各种解读，比如，山东
省属事业单位“全部转
企”、山东 10 万人告
别“铁饭碗”。
　　面对外界的解读和
猜测，山东省人社厅事
业单位人事管理处和山
东省委编办综合处的相
关人员都向《中国新闻
周刊》表示，这些均为
误读。
　　事实上，早在二十
年前，山东就开始推进
“事转企”，后来还列
出了 79 家事业单位名
单。不过因为触及多方
利益，改革之路并不平
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