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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国务院发布《事业单位

人事管理条例》，并宣布于7月1日正式

执行，明确“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依

法参加社会保险”。今年的政府工作报

告亦将“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

度”列为2014年重点工作。

6 月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党委书记皮德

海也在一个论述上表示，对于养老金

双轨制改革，社会反应很强烈，今年要

拿出方案，继续进行机关事业单位养

老金改革。

不少学者预测，事业单位员工进社

保已经无悬念，公务员养老保险并轨箭

在弦上。显然，这个领域的改革也会对

公务员的去留产生巨大影响。

公务员离职潮？
只闻楼梯响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十八大以来出台的“八项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几轮巡视等，催生了公务员
新焦虑症，第三波公务员离职潮已经到来。公务员离职潮真的到来了吗？是个别现象引发关注，
还是公务员这一职业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

越来越多猎头公司开始收到公务

员的简历。

据武汉媒体报道，今年 11月份，

多位猎头公司反映，收到多例公务员

主动向猎头公司投递自荐信，这是往

年少有的。

“很可能，某一天我突然就辞职了。”

中部省份一位正处级公务员告诉记者，

这句话他今年已经说过不下三次。

近两年，记者熟悉的明确表示有辞

职想法的处级干部只是个位数。而反

复提及要辞职的省市县镇科级基层公

务员，已非常普遍。

2013年以来，媒体上不时出现公

务员辞职案例。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

厅信访局原副局长黄力群转投律师事

务所，广州公安局政治部原人事处处长

陈伟才出走格力电器任副总裁，杭州金

融办原副主任俞胜法加盟阿里巴巴，国

家质检总局原新闻发言人陈熙出任360

公司任副总……这些公务员“下海”的

案例也因媒体的报道而备受关注。

2013 年 7月，四川省石宝镇副镇

长赵光华的辞职感言《我为什么要辞去

副镇长职务和公务员身份》在网上引发

热议。

2014年 2月，合肥前市委副秘书

长、市委办公厅主任周大跃的辞职，更

是引发公务员圈内一场不小的震动。

11月中旬，岳阳市原平江县委书记

田自力公开发表《寄语平江，祝福平江》

的长文，提出主动辞职，文章在微信朋

友圈广为传播。

媒体舆论称当下出现了继1992年

和 2003 年前后的第三波公务员离职

潮。那么，这波离职潮真的来了吗？潮

势如何？

在记者采访的数十名公务员中，中

部省份处级及以上干部均表示，“离职

潮”远远没有到来；大多数基层公务员

也表示，偶有认识的人离开，身边大多

数人有离职想法却少有人真正递上辞

呈；少数85后基层公务员表示，一起入

职的已陆续有人离开。

每一年全国公务员离职人数到底

有多少，目前尚无公开数据。《人民日

报》报道称，2015年国考报名工作于10

月15日启动，招录人数在2.22万以上，

创历年新高。今年公务员职位依然是

许多有志青年的人生向往和理想工作。

11月 30日，中部某“985高校”的

应届硕士毕业生刘阳(化名)将第二次参

加公务员考试。2013年，刘阳为了读研

从内蒙古某地级市直属机关辞职。一

年后，他选择再次进入公务员系统。

“市级及以上单位工作比较稳定且

压力不大，我还是比较适应这种工作环

境。”刘阳并不避讳研究生学历对于晋

升的优势，“研究生一进去就是副科级，

本科生进入可能需要二三年，有的甚至

得花上5年。”

刘阳还提到，他所在的单位工作流

动性很低，工作一年期间没有辞职的。

“我估计是第一个。”

以武汉市为样本观察，《长江日报》

报道显示，2013年武汉共有23位公务

员 辞 职 ，约 占 全 部 公 务 员 比 例 的

0.05%。一个跟舆论相左的数据是，

2013 年离职人数比 2012 年减少了 9

人。武汉市人社局人士表示，近几年武

汉辞职公务员人数都维持在 30 人左

右。数据显示，2013年公务员离职人数

是低于前几年的。

据合肥在线报道，合肥市公务员局

数据显示，近几年来，合肥市辞职的公

务员前后一共也不过9人，且大多数是

由于身体状况等原因而辞职，“合肥市

公务员队伍依然较为稳定”。

2014年初，广州人社局局长杨秦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每年都有极个

别的隐退，并不存在“潮”的情况，另外

当下公务员报考规模和往年差不多。

“根本没有什么离职潮，更没有人

会为了‘八项规定’辞职。”中部某县县

长张江(化名)告诉记者，他进入公务员

系统20余年，曾先后在几个地市组织部

门工作。“那些天天叫唤‘因为八项规定

导致公务员离职潮’的，是既得利益群

体最后的挣扎。”他坚称，公务员离职潮

短期内不可能到来。

另一位中部省份的副厅级干部也

表示，当下不可能出现公务员离职潮，

离职的只是个别，他所接触的厅处级干

部中，暂未出现离职现象。他分析，上

世纪90年代因为改革的力度大，市场搏

击空间比较大，所以有一批公务员下

海，而现在就业形势并不好。

“只有到权力真正关进笼子里，而

且市场真正起决定性作用时，才有可能

出现离职潮。”他判断。

舆论公认的，中国此前出现过两波

官员下海的热潮：第一波发生在1992年

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媒体报道称，

1992年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

经商；第二波则集中出现在2002-2003

年，即国企改革和中国加入WTO后。

那么这一波舆论中所谓的“离职

潮”的特点如何？

2014年中记者接触的各层次“有

辞职想法”的公务员中，真正离职的只

有两位。两名都为男性，85后，工作三

年左右，分别在西部省一级司法系统和

西部地市公安系统。

但是，真正离职相对较多的却在东

部地区。

记者采访了解多地离职情况发现：

首先，从地域上来说，广东、江浙等沿海

发达地区，公务员离职比中西部内陆地

区要多；其次，从性别上来说，男性离职

比女性多。

另外，从专业领域来看，专业性较

强的部门，比如司法、金融、财税部门等

专业部门，以及跟企业打交道较多的招

商部门等，比一般行政部门要多。

最后，从工作年限来看，80后，特

别是85后，入职2到8年的人数居多；

70后有少数离职，60后极为罕见。

武汉市人社局的官方数据显示，

以基层公务员为多、男性多、入职 3

年内的多、公安的多。离职去向方

面，有读研深造的、有出国留学的、有

去企业的。

据《楚天金报》报道，2014年猎头

公司收到的20名武汉市公务员求职者

简历，分别来自位于当地的银行监管部

门、税务部门、商务部门、城市规划部

门、检察院、人社部门等。其中16名为

男性，占八成；科级公务员占八成。

“真正咬牙走的人，几乎都是能人，

是在社会上混得好的人。”上述在组织

部门工作多年的县长张江分析，当下就

业形势不好，出走的一般是综合素质较

高，自信能过得更好，也是不会天天抱

怨要辞职的人；另一种就是85后刚毕业

的年轻人，不知道生活艰辛，想换一种

生活方式；极少一部分是因为多种原因

实在混不下去。

湖北一位地级市组织部门人士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在中西部地区，

官本位思想比沿海地区更重一些，“学

而优则仕”很自然；另外内陆地区民营

经济活力有限，提供的就业岗位不多；

再者，公务员收入在小城市和其他行业

也不会有太大落差，所拥有的办事便利

度以及其他医疗教育福利，均可以让其

生活得很安逸。

而在沿海地区，思想略开放，经济活

跃度较高，创业的机会和诱惑多，就业岗

位也多。当下媒体报道中的官员辞职事

件，也大多发生在北上广发达地区。

真正的“离职潮”远没有到来

离职公务员特点：80后基层男公务员最多

社保制度改革或是关键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