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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积金条例修订 百姓有哪些期待？

条例修订 ： 修订稿明确提
出， 公积金缴存基数不得低于职
工工作地设区城市上一年度单位
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６０％， 不得
高于平均工资的３倍， 单位和职
工缴存比例上限不高于１２％， 下
限不低于５％。

记者调查： 过去公积金条例
公平性被质疑最多的是各地、 不
同行业缴存比例 、 缴存基数不
一。 原条例中对缴存底线和上限
只是原则规定， 并不强制， 导致
公积金缴存差距悬殊。

由于缺乏强制， 各地公积金
缴存比例低的只有５％， 高的已
达到２５％。 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月
工资基数也不一致， 有的地方采
用的是基本工资， 有的地方是职
工的津补贴和工资之和。

一些地方电力、 金融等国有
垄断行业的公积金缴纳基数多达
四五万元， 个人和单位合计缴纳
公积金上万元， 而餐饮服务业、
劳动密集型产业等低收入群体只
有一两百元 ， 公积金差距几十
倍， 加剧了收入分配的鸿沟。

一些群众期待， 条例修订通
过后要严格执行， 让 “天价公积
金” 不再重现。

日前，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公布 《住房公积金管
理条例 （修订送审稿）》， 公开征求意见， 这是时隔
１３年该条例首次修改。 近年来， 缴存悬殊、 资金沉
淀、 使用不便， 住房公积金诸多问题持续引发广泛
关注。 修订稿中有哪些惠及百姓的亮点？ 剑指哪些
现实弊端？ 社会各界还有哪些期待？ 条例修订： 在原来购房、 支

付房贷之外， 租房、 装修、 支付
物业费等住房类消费， 都可以使
用住房公积金， 同时简化办理这
些业务需要交纳的材料， 贷款办
理时限从１５日降低到１０日。 有条
件的地方可以实行公积金省级统
筹。

记者调查： 以往， 群众屡屡
吐槽办理公积金 “手续繁” “到
账慢” “限制多”。 一些群众抱
怨只能买房用， 而租房、 装修、
缴纳物业费等都不能使用公积
金。 一旦工作变动 ， 异地提取
和 使 用 公 积 金 贷 款 也 极 为 困
难。

一位接近制度修订的专家指
出， 过去异地难以通用的原因是
资金管理权在地方政府， 归集和
贷款业务在经办银行 。 由于管
理 分 散 ， 一 些 地 方 资 金 大 量
沉 淀 ， 一 些 地 方 由 于 资 金 缺
乏 而 不 得 不 限 制 贷 款 额 度 。
各 地 使 用 的 系 统 不 统 一 ， 主
管部门要统计数据只能等各地
上报， 监管和统筹效率很低、 效
果不佳。

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
刘洪玉表示， 拓宽公积金的适用
范围， 简化使用手续 ， 有助于
公积金真正发挥 “住房货币 ”
的 作 用 ， 起 到 应 有 意 义 。 一
些 业 内 人 士 表 示 ， 从 管 理 层
面 ， 目 前 数 万 亿 元 的 资 金 分
散 在 全 国 几 百 个 住 房 公 积 金
中 心 ， “也没有一个机构能够
管得着 ”。 应当明确改革方向 ，
设立全国联网的时间表。

据新华社

条例修订： 促进资金保值增
值。 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
国债 、 大额存单 、 地方政府债
券、 政策性金融债、 住房公积金
个人住房贷款支持证券等高信用
等级固定收益类产品。

记者调查： 以往， 受投资渠
道狭窄等因素制约 ， 加上物价
水 平 不 断 上 涨 ， 出 现 住 房 公
积 金 巨 额 结 余 保 值 增 值 难 、
个 人 账 户 收 益 “ 跑 不 过 ＣＰＩ”
的情况。

现行公积金的增值收益规定
是， 金额缴存一年以上的按照
三 个 月 定 期 利 率 计 算 ， 缴 存
不 足 一 年 的 部 分 按 照 活 期 利
率 计 算 。 以 现 行 利 率 计 算 ，
银行执行的 ３个月定 期 的利率
仅有１％左右， １万元公积金， 一
年利息所得也就１００多元 ， 只能
“坐等贬值”。 条例修订后， 拓宽
了公积金投资渠道， 有望提高收
益。

截至２０１４年 底 ， 公 积 金 贷
款 余 额 为 ２．５５ 万 亿 元 。 有 业
内 人 士 估 算 ， 如 果 包 括 住 房
公 积金在内的房贷资产证券化
率能够达到５０％， 可提供超 过 ７
万亿元的流动性 。 但广东省房
地 产 研 究 会 副 会 长 韩 世 同 认
为 ， 公积金管理中心属于非银
行金融体系 ， 如果缺少相应的
严格 管 理 体系 ， 将来可能会产
生风险。

不少群众表示， 条例说了提
高公积金增值收益， 也提了具体
渠道， 但对增加收益后百姓能享
受到多少增值收益却没有明确，
“政策还得说明白”。

条例修订： 删除住房公积金
增值收益用于建设城市廉租住房
补充资金的规定。

记者调查： 现行条例明确规
定，公积金属于缴存人所有，只是
由专门机构代管。然而，近年来，
全国多地出现“公积金收益用途”
争议。２０１３年，武汉市动用公积金
增值收益来建公租房曾引发社会
关注。 公积金增值收益到底属于
谁？

广州市政府公开的数据显
示， 自１９９２年广州市建立住房公
积金制度以来， 截至２０１５年６月，
累计实现增值收益１２７．６１亿元 ，
除了提取风险准备金１９．８９亿元、
提取管理费用９．５７亿元， 光上交
市财政廉租住房建设补充资金
６８．８１亿元 。也就是说 ，广州公积
金２０多年的累计收益超过一半进
入了财政的“口袋”。

政府“代管 ”收益却被 “化私
为公”。“增值收益上缴财政，用于
保障房建设， 相当于政府拿了属
于部分缴存人的收益， 转嫁了自
己应承担的公共服务责任， 损害
了缴存人利益。”广州市政协常委
曹志伟说。

一位地方公积金管理中心主
任告诉记者，近两年，有关部门曾
多次开会商议公积金条例修改，
但多地对删除住房公积金增值收
益用于保障房补充资金反对强烈。
“这一条的修订相当于动了地方的
‘大奶酪’，改革阻力可想而知。”

胡刚表示， 此次条例修订稿
明确增值收益归属是一个巨大进
步， 堵住了政府随意伸手缴存人
腰包的渠道。

条例修订： 规定无雇工的个
体工商户、 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
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存住
房公积金， 并享受公积金贷款等
政策。

记者调查 ： 住建部统计显
示， 截至２０１５年７月底， 全国住
房公积金缴存职工１．１亿人 。 而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 ２０１４
年末全国城镇就业人员达３．９３亿
人。

内蒙古一位地级市公积金管
理中心负责人介绍， 当地所有财
政供养人口以及国有企业住房公
积金全覆盖， 但个体私营企业缴
交面不足１０％。 记者了解发现 ，
类似情况在全国十分普遍。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胡刚
表示 ： “相比公积金缴存多与
少， 有和无是更大的不公平， 但
遗憾的是， 没缴纳的群体多数收
入低 、 维权渠道少 、 博弈能力
弱， 制度设计者和管理者应对此
更多考虑。”

一些专家建议， 应强制用人
单位尤其是私营企业为个人缴纳
住房公积金， 还要考虑像缴纳社
保一样强制执法， 才能真正扩大
制度受益面。

【期待 】
如何改变
缴存“肥瘦不均”？

【期待 】
如何惠及
更多低收入群体？

【期待 】
如何保障
缴存人权益？

【期待 】
如何促进
资金保值增值？

【期待 】
如何让公积金
成为真正的“住房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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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蚊蝇腐败” 花样繁多
河南省纪委近期对２０１４年以

来基层腐败专项治理中查结的
３２６３起案件梳理发现， 涉及党员
干部中 ， 乡镇科级干部占１３％，
村级干部约占４０％， 职务最低的
为村出纳、 村小组组长， 甚至农
村敬老院院长、 小学校长。

河南一名纪检干部说 ， 有
些连 “苍蝇腐败” 都不是， 只能
用 “蚊子腐败” 来形容。

———小官小贪 ， 花样繁多 。
记者梳理发现 “蚊蝇腐败” 形式
花样繁多。 包括截留农村低保户
的 “养命钱”， 骗取农业保险的
“救灾钱 ” ； 贪占社会抚养费的
“孩子钱”； 冒领已故五保老人的 “死
人钱”； 侵吞农民耕地补偿款的 “土地
钱” ……在基层， 少数基层党员
干部肆意妄为， 涉及的党和国家
各项惠农政策几乎无一幸免。

———沆瀣一气 ， 窝案多发 。
具体表现为： 村两委干部之间互
相结成利益共同体； 有的与乡镇
干部、 上级职能部门公职人员上
下串通， 尤其掌握着惠农资金申
报审批权力的乡镇 “七站八所”
人员成为 “蚊蝇腐败” 重灾区。

———手段隐蔽 ， 难于发现 。
２００６年， 河南舞钢市八台镇组织
办主任李颂华， 通过伪造虚构材

料 、 未注销已故老党员资料骗
取、 冒领４名新中国成立前入党
老党员补贴。 此后近１０年中， 这
种贪占作为一种 “潜规则” 不断
被沿袭， 截至不久前案发， 涉案
金额已近６万元。

腐败总和监督缺位有关
近年来， 随着国家惠民富民

政策实施力度的不断加大， 投入
的民生资金越来越多， 乡镇 “七
站八所” 工作人员、 村两委干部
手中可分配的资源增多， 这也给
乡村基层干部贪占截留克扣， 留
下大量寻租空间 。 在这种背景
下， 乡村一级 “小微权力” 缺乏
有效监督， 为 “蚊蝇腐败” 滋生
提供土壤。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
永忠做了一个比喻： 如果省委书

记的权力是１００， 那么一个乡村
干部的权力可能只有１； 对省委
书记的监督如果是１００， 而对乡
村干部的监督是０， 那么１比１００
更具贪腐的可能性。

“腐 败 总 是 和 监 督 缺 位 有
关”， 李永忠表示， 在基层特别
是农村， 民主监督乏力， 专门机
构缺位， 舆论监督难覆盖， 是蚊
蝇不断滋生的制度原因。

当前查处 “蚊蝇腐败” 主要
靠基层纪委。 记者采访也发现，
县一级纪委精力集中在查办大案
要案上 ， 对 “蚊蝇腐败 ” 往 往
是 “管 得 着 ， 却 看 不见 ”。 乡
镇纪委， 普遍存在专职纪检监察
干部少， 且面对的是熟人社会， 执
纪监督问责能力不足， 对 “蚊蝇
腐败” 往往是 “看得见， 却管不
着”。

强化 “小微权力” 监督
专家指出， 村级干部并不具

有国家公务员身份， 但他们中的
腐败分子将国家的政策红利在
“最后一公里” 大打折扣， 最终
损害的是政府的公信力。

为破解反腐 “上面九级风
浪， 下面波澜不惊”， 河南、 上
海等地借鉴中央巡视工作经验，
探索市县党委巡察制度， 通过市
巡察县乡、 县巡察乡村， 将反腐
劲风吹至乡村最基层 。 如河 南
在各省辖市 、 直管县都组建 ３
至 ５个巡察组 ， 深入到县乡村
“拍苍蝇”， 重点关注群众身边的
腐败。

记者采访发现， 一些地方发
挥巡视巡察作用打 “运动战” 的
同时， 不少地方也通过完善乡村治

理体系的制度建设， 在 “阵地战”
方面进行探索和提出了建议。

广东省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
副主任冯庆等人认为， 村民自治
组织的监督机构 “村务监督委员
会” 发挥了一定作用， 而监督本
身又具有反腐职能特点， 如果交
由不具备反腐职能的部门， 推进
力度会大打折扣。

此外， 河南基层纪检干部还
建议， 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
整合县乡纪检监察力量， 在乡村
形成一支 “看得见也管得着” 的
监督力量。 与此同时， 改进基层
纪检监察工作的考核评价体系，
加大对基层 “四风” 和腐败问题
查处工作的权重， 调动基层纪检
部门积极性， 聚焦治理群众身边
“蚊蝇腐败”。 据新华社

200元贫困慰问金还要拿一半
———盘点那些啥钱都敢占的“蚊蝇腐败”

节日期间， 河南省平顶山一村会计代表村两委慰问一户贫困群众， 趁人不注意将２００元慰问金中的
１００元据为己有。 １００元钱甚至不够一餐饭钱， 但侵害的却是弱势群体的利益。

从 “养命钱” “救灾钱” 到 “孩子钱” “死人钱”， 今年各地通报多种发生在群众身边的 “蚊蝇腐
败” 案例， 虽然涉事人员职务小、 金额不多， 但点多面广如蚊蝇扑面， 具有鲜明的基层腐败特点。

漫画绘制 朱慧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