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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总量增速放缓 凸显“控量提质”成效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

２０１３

年
新发展党员的数量同比下降，全国党员总数的增
幅也比上年有所下降。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党
员队伍“控量提质”的努力正显现成效。

主动调控增速放缓
查阅历史统计数据可以发现，

２００４

年， 全国
发展党员数量达到

２４１．８

万名。此后，这一数据逐
年攀升。

２０１２

年， 全国发展党员数量达到近年最
高的

３２３．３

万名。

２０１３

年，全国共发展党员
２４０．８

万名，较上年减
少
８２．５

万名。 这是近十年来全国发展党员数量首次
降低。 在发展党员数量下降的同时，

２０１３

年全国党
员总数的增幅也比上年下降

１．３

个百分点。 专家表
示，这与中央对发展党员工作的要求密切相关。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员队伍
建设，作出一系列新的重大部署，对严格发展党
员程序、提高发展党员质量等提出明确要求。

今年
５

月
２８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
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根据发展党员工作面临的
形势任务变化，对

１９９０

年印发实施的细则试行版进
行了与时俱进的修订，将中央提出的“控制总量、优
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的总要求写入总则。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认为，发展党员数量的减
少，正是我们党对党员队伍规模与结构进行主动
调控，致力于提高质量、优化结构的结果。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戴焰军认为，近
年来党员数量增长速度较快是好事，但如果数量
增加快但质量不能保证，党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就
会下降，带来的不是整体战斗力的增强。

“我们现在更重视党员的质量，而不是单纯
追求数量，这是新形势下我们党从自身建设的现
实出发采取的必要举措。”戴焰军说。

从严把关重在作用
专家表示，历史上，党员规模往往与所在历

史阶段的主要任务、奋斗目标和工作重点密切相
关。通常，在历史的转折关头、遭受挫折之后、路
线调整之后，纳新的要求更强烈，而在稳定阶段，

提质的要求则更迫切。

“作为执政党，发展党员的情况更多取决于
我们的政策、组织上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发展
党员方面的整体思路等，要取得数量上的增长是
相对容易的。”戴焰军说。

专家同时表示，一个政党不是人越多越好，搞
“全民党”是行不通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先锋队
组织，因此，对成员必须从严把关、好中选优，重要
的是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辛鸣说。

专家认为，我们党
９３

年来对党员发挥先锋模
范作用的要求一以贯之，但党员发挥作用的形式
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表现。

“现在党员发挥作用，与革命战争年代不同，

与困难时期推进经济建设也不一样。” 戴焰军说，

“现在党员作用更多体现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发挥
模范带头作用，相比之下，这个要求一点也不低。”

戴焰军说，一个人做点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
子做好事， 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强调利益的环境下，

党员发挥模范作用往往要求其在利益面前做出让
步，这对党员是新的考验，也是时代提出的新要求。

“严进”“能出” 纯洁队伍
专家认为，一个政治组织，人员必须能够流

动，才能有生机、有活力。“一方面，我们要把住组
织的入口，提高增量的质量，这就需要‘严进’；另
一方面，我们要提高现有党员队伍的质量，这就
需要‘能出’。”辛鸣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起， 江西省宜春市针对一些基层
党组织服务功能不强、少数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
挥不明显、个别党员品行素养与党员身份严重不
符等，在全市近

２２

万名党员中全面启动民主评议
党员、 处置不合格党员工作。

２２０４

人被评为基本
合格党员，

６７４

人被评为不合格党员，不合格党员
中有

１１４

人被劝退或者除名。

有感于这项工作的成效，宜春市上高县抗头
村有

３０

年党龄的晏雷根说：“入了党不等于拿到
了终身门票，个别党员戴上‘党员帽子’却没有党
员操守，总被群众在背后戳脊梁骨，不清退出去
连咱的脸上都没光彩。”

不只是宜春，全国很多地方目前都在按照中
央的要求，探索开展处置不合格党员的工作。

“一些群众对我们党有看法，也许只是因为
身边一个党员不合格。”辛鸣说，因此，妥善处理
好党员的出口问题非常必要， 需要我们慎重思
考、认真对待。 （新华社北京

６

月
３０

日电）

扣好发展党员这“第一粒扣子”

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与每一
个党员息息相关。严把党员入口、严
控党员质量，是发展党员工作的“第
一粒扣子”。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
了， 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会受到
影响， 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就会受到
削弱，党的执政根基就会受到侵蚀。

从诞生时的几十名党员， 到今
天的

８６６８

万名党员，各个领域、各条
战线的优秀才俊不断加入党组织中
来， 使我们党始终成为领导中国革
命、 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中流砥

柱。近年来，发展党员工作出现一些
新情况新问题， 有的党组织对发展
党员把关不严， 一些群众不太满意
的人进入到党组织中， 损害了党员
队伍的良好形象， 影响了党的良好
声誉。 扣好发展党员的“第一粒扣
子”，显得重要而迫切。

扣好这“第一粒扣子”，就要严格
依照党章和中央新近修订的发展党
员工作细则，坚持把质量作为发展党
员工作的生命线。 在发展党员的原
则、标准、程序、纪律等方面，体现党
要管党、从严治党要求，坚持党章规
定的党员标准，始终把政治标准放在

首位，突出党员政治上的先进性和素
质上的全面性，使发展党员的每一个
环节都得到加强，严格程序、严格责
任，坚决把那些抱着升官发财美梦的
人“屏蔽”在党的大门之外。

当前，党正引领全国各族人民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
奋斗。扣好发展党员的这“第一粒扣
子”，保证发展党员风清气正，吸引更
多的优秀人才向党组织靠拢，为党不
断增添新鲜血液，为党不断增添生机
活力， 我们党才会更加坚强有力，亿
万人民的梦想才会早日成真。

（新华社北京
６

月
３０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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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３０

日公布的年报， 该基金受托投
资运营的广东

１０００

亿元基础养
老金去年收益率为

６．２％

，跑赢
同期

２．６％

的通货膨胀率。

作为“首单”基础养老金投
资运营，广东经验引发讨论。养
老金为啥要投资？ 养老金拿去
炒股了吗？ 谁来保障养老金安
全？针对百姓关切，记者进行了
采访。

养老金为啥要投资？

如果将养老金体系比成一
个金字塔， 那么塔底是政府主
导的基础养老金， 塔中是以企
业年金为代表的补充养老金，

塔尖是个人商业保险， 也就是
说基础养老金是用来为养老
“兜底”的，不允许有丝毫闪失。

目前， 我国基础养老金分
散在各地方，累计结余

２．８

万亿
元， 由于资金仅限于存入财政
专户或购买国债， 扣除通货膨
胀率，年均收益率为负数。广东
千亿基础养老金委托投资运营
实际就是推动养老金保值增值
的一个有益尝试。

浙江省社会保障部门一位
负责人坦言， 浙江基础养老金
累计结余

２０００

多亿元， 只能放
在国有银行，近

５

年，平均收益
率仅为

２．５％

，但同期通胀率为
３．４％

。

实际上， 养老金的投资运
营在国际上已经是大势所趋。

中山大学社会政策与社会保障
研究所所长岳经纶认为， 一方
面我国养老金标准在不断提
高，结余数字不断刷新；另一方
面养老金缺口问题也不可忽视， 而且养老压力还会
日渐加大，让结余的“养命钱”增值非常必要。

但是， 对于这种委托投资的方式是否可以如法
炮制，业内观点也不尽相同。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褚福
灵认为，广东养老金委托运营可能只是个特例，养老
金是用于当期支付的保障金， 与全国社保基金战略
储备资金性质不同，不是投资基金，更加需要高度的
安全性。

一些专家也提出， 广东可以做这种委托投资尝
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基础养老金做到了全省统
筹，但从全国看，地方基础养老金的管理有的只是统
筹到市，甚至是县一级，资金池子非常小，也就很难
实现投资运营。

养老金拿去炒股了吗？

投资运营养老金就是拿去炒股了吗？ 全国社保
基金理事会在受托投资运营广东千亿基础养老金之
初时就称，不要把“委托投资运营”误读为“入股市”。

根据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的介绍， 针对这笔资
金将采取更为审慎的投资方针，主要投资于国债、银
行存款、企业债、金融债等有固定收益的产品，委托
人可获得不低于同期银行定期存款利息的收益。

从全球养老金投资运营机构看， 其都是以组合
的方式投资，往往涉及信托、证券、股权、衍生金融工
具等领域，并会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比例，这有利
于分散投资风险。养老金投资风格是稳健审慎，主要
着眼于固定收益、长期收益。

根据国际经验，资本市场和社会保障互惠互利、

共同促进的效果往往非常显著。 一些发达国家养老
金中有相当比例投资股票， 养老金在股市中发挥着
中流砥柱的作用，成为股市的稳定器，推动资本市场
的健康发展。

正如一些投资机构者所指出的， 中国股市目前
还没有达到国际上一个成熟市场的标准， 投机氛围
仍浓重，养老金进入股市的确需要审慎，但并不意味
着不能进入股市，而是要在产品设计上更严密，将风
险降至最低。

谁来保障养老金安全？

养老金安全无疑是其“生命线”。广东社保基金
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 广东与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
的约定，委托期内年收益率不低于

４．２％

，这主要就
是为了体现安全性。

“养老金投资运营的安全性，根本要从体制和机
制上着手，有章可循无疑至关重要。”英大证券股票
研究所所长李大霄指出。

事实上，养老金投资运营的法律框架已经构建。

据介绍，《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条例》 正式列入了全国
人大的立法计划，如果通过立法，则意味着全国社保
基金的运作有了制度与法律的保障， 也意味着基金
的运作将更加公开透明。

根据这份条例， 全国社保基金的投资严格遵守
比例限制，例如股票投资不高于

４０％

，股权投资不高
于
１０％

，海外投资不高于
２０％

等，这些硬规定都是着
眼于基金安全。

“养老金投资运营应在财务管理上更加规范和
完善。应发挥人大对社保基金预算的监督，应在资金
管理和收益方面保持公开， 并引入第三方的机构对
委托的资金进行评估，从而确保低风险，收益也会有
较大保障。”岳经纶认为。

一些专家也指出， 养老金的投资运营水平与我
国养老制度的发展完善紧密相关，应该看到，我国目
前的养老制度仍较为薄弱， 养老金投资运营也不会
超前很多发展， 应该在大胆试点的基础上不断总结
经验，发现新问题、及时纠正。

（新华社北京
６

月
３０

日电）

厄尔尼诺再度来袭影响几何？

农业部
６

月
３０

日发文提醒各级农
业部门： 中国气象局预测今年可能会
发生中等以上强度厄尔尼诺现象，抗
灾夺丰收任务艰巨。

种种迹象表明， 每隔几年便会肆
虐全球的厄尔尼诺现象， 在今年发生
的概率正明显增加。 厄尔尼诺将如何
改变今年的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粮
食安全有何影响， 与人们生活息息相
关的商品价格又将出现怎样的走势？

厄尔尼诺脚步日益逼近强度有
待进一步观察

今年发生厄尔尼诺现象的可能性
有多大，是强还是弱，成为从气象学家
到普通百姓都关心的话题。

专家认为，厄尔尼诺的脚步正日益逼
近。就在上周，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最新
厄尔尼诺情况简报认为，今年

６

月至
８

月厄
尔尼诺现象完全形成的概率为

６０％

，

１０

月
至
１２

月完全形成的概率高达
７５％

至
８０％

。

“在
５

月份全球已经进入到一个厄
尔尼诺状态。”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
究所副研究员郑飞表示， 如果接下来
的三个月一直维持在正的

０．５

摄氏度以
上的平均海温，可能到

７

月底的时候会

认为已经发生了一次厄尔尼诺事件。

专家指出， 厄尔尼诺会对全球气候
产生明显影响。“通常在厄尔尼诺年，世界
各地灾害不一样，几家欢乐几家愁。”中国
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郑大玮说。

气象专家指出， 一般厄尔尼诺年
发生时，全球温度要上升至少

０．１

摄氏
度。美国西海岸干旱、少雨，东部会发
生极其寒冷的冬天；南美西海岸，包括
秘鲁会发生更多暴雨；巴西、阿根廷，

大部分地区会干旱； 澳大利亚东部以
干旱为主，夏天很可能林火多发。就我
国而言，如果发生厄尔尼诺，那么会在
一定程度上出现北旱南涝局面。

当然，至于今年厄尔尼诺到底会对
气候产生多么明确的影响，目前尚无定
论。“对于厄尔尼诺，就像《大话西游》里
面的话，我们猜得对开头，但是不见得
能预报得准它的结局。”郑飞说。

风不调雨不顺： 厄尔尼诺如何影
响作物生长

“气候对于农业生产无疑具有重要

的影响。如果说风调雨顺能带来五谷丰
登，那么厄尔尼诺意味着‘风不调雨不
顺’， 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农作物的减
产。”国信证券农业分析师杨天明判断。

专家指出， 厄尔尼诺现象对农作
物的生长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可能会
造成某些农作物产量的下降。 根据国
际统计，厄尔尼诺发生时，大概要造成
玉米、春小麦、冬小麦、水稻等世界四
大农作物减产

２％

左右。

“由于厄尔尼诺的发生，东南亚地
区的干旱将导致橡胶和棕榈油等商品
减产明显，而南北美洲的降水过度，则
会造成小麦、 咖啡和白糖等产品出现
收成不如预期的现象。”南华期货分析
师王建锋表示。

厄尔尼诺对我国农作物的影响也
不容小觑。农业部提示，秋季南方可能
出现低温阴雨，北方可能出现秋旱，东
北初霜冻时间可能提前， 不利于南方
中晚稻和北方秋粮产量形成， 抗灾夺
丰收任务艰巨。

专家同时指出， 对厄尔尼诺现象
要高度重视，但也不应过分惊慌。

“我国国土辽阔，各地气候类型都
不一样， 所以就是风调雨顺的年份、大
丰收的年份也有部分地区受灾，即使是
大灾年也有部分地区增产、丰收。对厄
尔尼诺也不要过分惊慌。”郑大玮说。

郑大玮指出，从历史上看，厄尔尼诺
年对于北方的玉米还是有相当大的影响。

目前像华北南部旱象露头，按照这个趋势
发展，到盛夏、秋季有可能发生干旱。

不排除农产品价格波动加剧现象
日渐灼热的厄尔尼诺话题正在影

响农产品商品的买卖。 和讯网一份针
对投资人的调查显示， 应对可能发生
的厄尔尼诺， 打算做多天然橡胶、小
麦、 白糖、 棕榈油的投资者分别占到
２４．２４％

、

５．０５％

、

２４％

和
２６％

———调查
的背后， 显现出气候变化与价格炒作
间无比微妙的关系。

“供给减少会抬高农产品价格，同
时，在炒作因素的推动下，价格会在某

个节点偏离正常的波动范围。”招商证
券农业分析师黄�判断。

高盛集团在最新公布的报告中将
１２

个月铜价预估从每吨
６２００

美元调高
至
６６００

美元， 除预期全球范围对铜需
求逐步好转外， 厄尔尼诺现象成为支
撑铜价上扬的重要因素。

业内人士认为， 从历史经验看，金
属等工业品受到影响的可能性比较小，

厄尔尼诺主要影响的是农产品价格。总
体来说，历史上出现较为严重的厄尔尼
诺现象时都导致了农产品的大牛市。

资料显示， 过去
５

次厄尔尼诺期
间，国际小麦价格平均约上涨

１０％

，大
豆和玉米价格分别平均上涨

４％

和
１％

左右， 而
２００２

年厄尔尼诺期间，

ＣＢＯＴ

小麦价格上涨了
２６％

；

２００９

年厄尔尼
诺期间，玉米价格上涨

９％

。

专家指出，我国主粮对外依存度不
高，粮食自给率达

９５％

以上，因此，厄尔
尼诺现象对食品价格的压力不会很大。

此外， 价格的变化受多方因素作用，公
众不必因此而感到恐慌。 以玉米为例，

有研究表明，厄尔尼诺期间，国际玉米
价格平均涨幅在

１％

左右， 其对我国玉
米价格和

ＣＰＩ

推动作用几乎为零。

（新华社北京
７

月
１

日电）

“铁饭碗”变“瓷饭碗”？

———聚焦广东事业单位改革三大焦点
《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从

１

日
起开始实施， 逾

３０００

万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手中的“铁饭碗”，将开启“瓷饭
碗”的蜕变。广东省人社厅有关负责人
３０

日在解读条例时指出， 条例实施后
最大的转变是将事业单位与职工确定
为“合同关系”，下狠招打破终身制，实
现人员能进能出。

作为首批事业单位改革试点的广
东，改革动向备受关注。如何顺利突破
利益藩篱打破“铁饭碗”？事业单位人
员的养老、医疗待遇会否降低？

焦点一：岗位“终身制”是否会终结？

广东省人社厅有关负责人指出，

管理条例最大的转变是把事业单位与
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确定为“合同关
系”，打破终身制，建立包括合同聘用、

公平竞争、激励约束、权益保障的用人
机制，逐步实现人员能进能出、岗位能
上能下、待遇能高能低的目标，进一步
搞活用人制度。

条例将把“铁饭碗” 变成“瓷饭
碗”，“瓷饭碗”还可能变成“没饭碗”。

条例明确要求，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
作人员，必须订立聘用合同，办理聘用
手续，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连续旷工超
过
１５

个工作日，或者
１

年内累计旷工超
过
３０

个工作日的， 事业单位可以解除
聘用合同。

广东打破岗位终身制的改革早就
起步。根据《广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
人员办法》，从

２０１０

年元旦开始，广东
６

万多个事业单位新进人员实行公开招
聘，同时

１７５

万“事业人员”转成“合同用
人”， 实现事业单位由固定用人向合同
用人、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的转变。

广东省人社厅有关负责人说，事业
单位是直接生产、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的组织，人员“终身制”导致岗位固化，

工作效率低下，“干不干一个样，干多干
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大锅
饭”体制极大影响了公共服务的提供。

在广东某市的一家事业单位，公开
的年度预算表显示，总编制人数

１７０

人，

工资福利支出约
１７００

万元；编制外聘请
“临时工” 的预算支出费一年达

１３００

万
元，是正式职工总待遇的

７６％

，意味着
临时工的人数几乎和正式工相差无几。

在该事业单位工作的一位领导刘先
生说：“一个处室， 一正四副

５

个主任，其
中
３

个副主任长期看不到上班的影子，有
的还在外面揽私活。不招临时工，大门塌
了都没人管。 这几个看不见的主任都是
有‘关系’的，辞不掉，也不敢辞。”

“大家都有了掉饭碗的担忧，才会
想着要努力工作去保住‘饭碗’，破除
‘终身制’有利于行政效率提升，促进
人才的活性血液正常流通。”刘先生表
示，但是要让“合同工”真正告别“铁饭
碗”，并非一条规定就能做到，真正落

实到位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焦点二：养老金会多还是会少？

广东一家事业单位领导张欣然告
诉记者：“工作

１２

年来， 从未交过养老
保险，如果不补缴，肯定会影响退休待
遇；如果补缴，这个钱谁来出？职工是
肯定不会愿意出的，单位也承受不了，

财政不兜底，谁也不敢改。”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退休待遇能
否保持原有生活水平。 根据

２００６

年发
布的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计发离
退休费等问题的实施办法， 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退休后的退休费按本人退休
前岗位工资和薪级工资之和的一定比
例计发。其中，工作年限满

３５

年的，按
９０％

计发； 工作年限满
３０

年不满
３５

年
的，按

８５％

计发；工作年限满
２０

年不满
３０

年的，按
８０％

计发。

在
２００８

年《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
险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刚刚出台时，广
东某高校

５０

岁的大学教授陈老师和多
位同龄教师由于怕错过享受退休金的
机会一起找到学校要求提前退休。陈
老师说：“当时教授的退休金少则

５０００

元，如果实行新办法，我大概也就能拿
到
３０００

元左右。”

国际惯例显示， 养老金替代率为
６０％－７０％

， 方可维持退休前的基本生

活水平。 财政部科研所专家测算，《方
案》 中事业单位的退休待遇与企业养
老保险几乎别无二致， 养老金水平下
降难以避免， 养老金替代率可能要从
８０％－９０％

下降到
５０％

左右。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有的试点
省份参加改革的单位心存疑虑， 部分
非试点省份事业单位人员预期黯淡。

张欣然说：“改革需要付出成本， 但改
革的成本不应该全部推给事业单位。

任何改革，如果没有良好的预期，如果
感到福利水平是‘绝对’的下降，那么
势必会增加改革阻力。”

焦点三：看病的花费是否会增加？

一直以来，社会公众认为机关事业
单位公费医疗应该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并轨；另一方面，事业单位人员担心
并轨后看病负担会不会加重？

事实上， 自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国务院发
布《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制度的决定》，公费医疗改革延宕

１６

年
仍未全面完成， 部分省区市至今未取
消公费医疗。 步履蹒跚的马拉松式改
革背后，“拖一天是一天”“守住蛋糕”

的既得利益保卫心态是拖延公费医疗
改革的绊脚石。

而部分地区的公费医疗支出费用
居高不下。 广州市人社局

２０１２

年度部

门决算显示，

２０１２

年广州市直部门行
政事业单位公费医疗开销金额超过

１４

亿元， 其中事业单位公费医疗开销高
达
１０．０５

亿元。 而同期城镇居民医保开
销为

２．３４

亿元。

供职于广东某市一家事业单位的
合同制聘用人员张女士说，其所在单位
的部分事业编制人员至今仍享受公费
医疗，看病、拿药不用出一分钱，家人还
能搭“顺风车”报销。而和她一样的一些
合同制员工，买的是城镇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报销比例跟公费医疗没法比。”

“同样都是工作，却因为我们的‘身份
马甲’不同，医保待遇和报销比例相差几
倍！”张女士非常不满。

此次条例规定， 事业单位及其工
作人员依法参加社会保险。 这是否意
味着未来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将褪去比
照公务员的特殊身份标签？ 分析人士
指出， 即便一些地方通过制度设立将
公费医疗并入职工医保， 也不意味着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与企业职工享受相
同的医保待遇。

记者发现， 一些地方在取消机关
事业单位公费医疗时，建立了“补充医
疗保险”，也就是由地方财政为“补充
医疗保险”埋单，个人自负超过一定额
度后，多出来的钱可以得到“补充医疗
保险”的二次报销。

“实际上，这是把公费医疗改革后已
缩小的不公平差距又变相拉大了。 取消
公费医疗要警惕一些地方‘借尸还魂’式
医保改革。”一位长期研究社保问题的专
家说。 （新华社广州

７

月
１

日电）

□

新华社记者欧甸丘田建川

□

新华社记者王宇刘羊于文静

□

新华社记者何雨欣侯雪静
叶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