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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长河 

  反腐败既要从严治标，坚决查处违法违纪案件，严厉惩处腐败分子，也要着力治本，不断推进体制和制度创

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把治标和治本统一于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之中，才能有效遏制直至消除腐

败。笔者试图从源头治理方面谈几点粗浅看法。  

  一、消除资源分配存在的价格差异。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十分完善，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

础作用还未完全发挥，行政权力仍在对某些稀缺资源的分配进行干预。如果市场主体通过行政权力取得稀缺资源的

代价低于市场价格，就形成了资源分配的价格差异。那些掌握着分配稀缺资源权力的人，就会成为市场主体竞相行

贿对象，这种权力就有了“价格效应”，有了寻租的基础，成为钱权交易的客观诱因。例如：某些商业用地的市场

交易价格远远高于以国家建设用地的名义征收支付的价格；还有某些国有企业的并购和出售价格，由于政府的介

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这样的资源分配过程存在滋生腐败的可能，掌握这种权力的人成为贿赂的重要对象，直接

导致了他们的腐败。因此，要消除这种资源分配存在的价格差异，有必要缩小政府审批的权限，迫使公共权力从某

些领域退出。这样，制约政府官员手中掌握分配稀缺资源的权力，减少寻租的机会，行贿者也会因为无法找到低于

市场的价格，而放弃行贿，从根本上遏制了腐败。  

  二、完善公共权力的使用规则。现行公共权力的使用规则大多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规则不全。

权力机关或当权者的自主决定权过大，成为滋生集体腐败的土壤。许多行政审批权力，从设置那天起，就携带了一

批收费项目，形成了“权力支持收费，收费养育权力”的怪圈。例如，目前许多权力部门可以不经立法机构审批和

民主程序论证就可以制定文件，设置面向公众的权力，借此展开强制性的有偿服务，以多收费、少服务的方式，聚

敛钱财，谋取小集团利益。用权者个人的自主决定权过大是施惠型腐败的集中体现。当权者由于掌握政府采购、工

程发包、就业安排、提升晋级等权力，竞争者就会采用贿赂的方式竞争，当权者则非法、非公正地偏袒行贿者，形

成行贿施惠型腐败。二是规则不具体。留给权力使用者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例如，办房产证、驾驶证、治安处罚等

活动中，用权者运用政策、法规、制度的自主裁量，歪曲规则标准，歪曲申请者、被罚者的实际条件等方式而牟取

私利。自主决定权和自由裁量权过大的根源是法治程度不高。因此必须加强公共权力使用规则立法工作，尽可能通

过削减职能部门和主管行政人员的自主决定权，使行政权力的机关和个人减少自主确定收费的权力。对于大的普遍

的审批项目应建立听证会制度。尽可能缩减权力行使规则中的自由裁量权，使规则更全面、更具体。建立自主决定

权和自身裁量权的权力行使规则，成立一套系统的监督机制对其进行有效监督。  

  三、建立相对方的权力制约机制。失去约束力的权力往往会泛滥成灾，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运用相对权力来

制约公共权力能产生最为有效的监督作用。但是目前公共权力超范围、超规则运用几乎没有受到相对方应有的障

碍，如对于乱收费问题，很少有人说“不”。究其原因，主要是目前行政相对方的权力制约机制缺乏法律保障。为

此，我们应该完善行政相对方权力制约机制的相关法律保障机制。第一，给公民和法人充分的拒绝权。要求政府机

关和相关责任人在使用公众权力过程中应事先告知、出具证件、担负解释责任，对不正当的权力行使，以法律保障

公民有权依法拒绝。第二，完善司法和行政赔偿救济制度。错误执法、错误命令和错误管制，造成行政相对方的损



害，要保障相对方获得赔偿和救济。第三，保障公民行使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等监督权力。加强受理机

关管理，确保公民申诉、控告、检举等监督活动得到落实。强化新闻媒体等舆论的监督作用，使公民具有在新闻媒

体上行使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等权力的机会。第四，赋予公民对政府政务活动的知情权，通过立法的形

式使公民有权要求政府对执行权力进行公开。  

  四、发展电子政务，革新政务模式。电子政务就是在网上实现传统政务的部分职能，而其中电子政务的反腐败

职能尤其不可忽视。一是因为电子政务能够为公众提供平等、便利的政府办事窗口和统一、公平的办事标准，避免

“走后门、拉关系”等不正之风，堵塞滋生腐败的渠道。二是电子政务能打破信息垄断，保障和落实公众对政府政

务的知情权，促进政务公开，防止“暗箱”操作。三是电子政务能降低传统政府的“门槛”高度，减少“门难进、

事难办”现象。四是电子政务便于政府与公众的沟通，便于加强人民群众对政府的监督，便于传达反腐信息。例

如，高考招生实行网上录取后，对消除招生带来的腐败能起到良好的作用。因此，发展电子政务是源头防治腐败的

最有力的措施之一。（作者系湖南省常宁市委书记）（中国廉政报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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