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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国多地自行放宽公积金提
取范围，住房公积金制度又一次被聚
焦于公众视野之下，推进整体改革的
呼声，亦再度响起。事实上，早在2011
年，住建部就提出修改住房公积金条
例 ，却 于 2012 年 和 2013 年 两 度“ 爽
约”。（6月18日《新京报》）

目前公积金制度，正遭遇尴尬的处
境：缴存上，对于有钱的单位，比如国
企，住房公积金有些时候，已然变成了
变相福利，而那些真正需要依赖公积金
来买房的中低收入群体，却无法享受制
度许诺的便利；提取和使用上，由于门
槛太高，往往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公积金
躺在账户里贬值。

作为公民资产集纳的公共资金，其
价值和意义，在于助力民生，给困扰民
众的住房问题松绑。而在房价高企的
当下，很多人没有能力买房，离退休又
还早，住房公积金不能发挥应有的利用
价值，就应该放宽民众自行支配和使用
的权限，本质上而言，缴纳公积金的个
人应该是对应的公积金份额的所有权
持有者，凭什么这种所有权被禁锢。

目前，对于中低收入群体而言，有
多少人有能力买房，又有多少人能够利
用公积金，有学者指出“只有30%的人买
房用到公积金”，那么其余的公积金
呢？岂能任其沉睡下去？此时开放
支取的门槛，对于缓解民生，也许正
逢其时。

在利益博弈者的眼中，估计看不
到这饥渴的民生，因此住房公积金的
改革才一直悬而未决。而改革的迟
滞，除了关切民生的态度缺失以外，
更重要的恐怕还是附着在住房公积
金之上的利益难以割舍。

公积金运行过程中的问题，经过

这么些年的解析和发现，已经显而易
见：资金归集难、资金运用无序、增值收
益的法律归属和分配不明确不清楚、封
闭运行造成资金短缺与闲置并存。这
些问题的长期存在，注定着各种利益的
缠绕和复杂的博弈。而不透明轨道上
博弈，非但捆绑民生，还可能制造腐败
的空间。2009年郴州爆出的“住房公积
金第一案”，就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

但凡改革，都需历经博弈。而博弈
并不可怕，就怕博弈在不透明的环境里
发生。作为在这场博弈中不可缺席的
公众，甚至连起码的知情权都不能保
证，这样的博弈，就不是正常的博弈，民
生所期的改革，也就注定无法参与，只
能在翘首期盼中默默感伤。

住房上的民生是个复杂的问题，而
作为这个复杂问题上的重要一环，住房
公积金的改革不能继续迟滞下去。就
目前而言，在地方公积金提取范围松动
的情境下，需要国家层面的整体推进。
而在解决提取难、贷款难等浅层问题之
后，则必须立足更加长远的改革，提高
公积金的使用率，兼顾公平，进而解决
分配不公的深层次问题。不能因为利
益博弈，捆绑民生，空留叹息。
□时言平

■个论

北京近日公布了2014年企业工资指
导线。据中新网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6
月17日，今年全国已有10个省(市、区)发
布了 2014 年的企业工资指导线，与去年
相比，多地工资指导线的涨幅出现了下
调。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工资指导线的涨
幅出现了下调，有网友仍感叹：工资指导
线只是“看上去很美”，自己的工资并没有
按照这个幅度上涨。（6月18日中新网）

10 省公布“工资指导线”，多地涨幅
下调，这反映了政府适应经济调整，对企
业分配作出的一种科学性的指导，但很
难反映民众实际工资情况的变化。因为

“工资指导线”说到底是政府对企业分配
的一种指导线建议。既然是建议，又怎
能反映具体的工资调整情况？一言以蔽
之，沦为“风景线”的“工资指导线”更多的时
候反映的只是政府部门的良好政策愿望。

如何让“工资指导线”走出风景线的
尴尬，显然应该成为经济改革的一个重
要话题。就目前而言，摆在“工资指导
线”面前的困难有三重。

首先，企业自身，并未把“工资指导
线”作为工资协商的一个谈判基石。受
资本逐利天性驱使，资方最大限度地减
少人力成本毫无疑问成了一种经济自
觉，而“工资指导线”既然只是指导，资方
当然可以不听。其次，很难实现“工资指
导线”的美好愿景，一个重要因素即企业
税负过重。如果能适当地减免中小企业
的税负，工资上涨达到“工资指导线”可
能要容易一些。再次，实现“工资指导
线”最重要的渠道就是工资协商，但工资
协商的平台目前是由工会提供。而事实
上，我国企业工会并不强势，人事、财务
等均依附于企业，因而很难代表员工推
动“工资指导线”的实现。

围绕“工资指导线”，有一种观点认

为，工资涨多少，只要企业不违法都只是
内部事务。这种看法事实上走入了认识
误区。《劳动法》虽然规定，“用人单位根
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
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
工资水平。”但同时也规定了，“工资水平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国家对
工资总量实行宏观调控。”而从新加坡的
经验来看，根据经济形势，出台工资调整
指导意见，也是一种成功的经验。根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朱玲的调
查，1997年金融危机时，新加坡全国工资
理事会建议将工资水平下调15%，通过降
低企业运行成本，避免了大幅度裁员现
象的发生。另据中国经济网2010年的报
道，新加坡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
影响后，许多公司、企业开始逐步恢复
它们在经济危机时所削减的工资，部分
业绩明显的公司甚至还给员工增加了薪
水，或者派发奖金。毫无疑问，正是这种
回馈意识保障了国民对工资调整机制的
信心。但以国内情况来看，如果企业经
营不景气，恐怕减薪容易，走出困境后涨
薪却很难。

讨论工资指导线为何成了“风景
线”，并不是说要叫停这一做法，而是努
力推动其真正发挥效力。就当下而言，
应该马上做的是推动企业员工表达利益
诉求机制的建设，让员工的力量成为执
行“工资指导线”的主力军强化工资协商
制度的威信。同时，根据经济形势，适当
地给中小企业减免税务负担，盘活其经
济发展环境，为企业造血提供良性循环
空间，以提升企业工资上涨空间。唯有
激活工资上涨的外部与内部环境，尊重
经济规律，“工资指导线”才不至于总是
涨字写在纸面上，距离公众太遥远。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工资指导线”别只是“风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