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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德案看地方腐败保护主义 

邵道生 

【我要评论】【该文章阅读量：232】【字号：大 中 小】 

 

“地方保护主义”这六个字很好听，许多当官的经常用它来“检查”、“反省”自己的问题。然

而，前脚刚“走”，后脚就马上“跟进”。为什么？因为“地方保护主义”有“为地方”的动机，

有“为小公”的含义，蛮好听的，也就像臭豆腐一样，闻闻是臭的，吃吃却是香的，爱吃的人还不

少。 

  然而，“地方腐败保护主义”这八个字就不中听了，因为“地方保护主义”一沾上、一添加

“腐败”二字，就变得非常丑陋了。 

  然而，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一些领域，反腐败之所以反得艰难，之所以“反不动”，因素

固然很多，但依我看，“地方腐败保护主义”是其中实实在在的一个大原因。 

  “我这个地方怎么会保护腐败呢？”是的，这是谁都不会承认的，然而却是实实在在发生着

的。 

  譬如，全国闻名的黑龙江绥化地区马德卖官买官案的查处，就浓浓地烙上了“地方腐败保护主

义”的痕迹。 

  怎么说？这是由马德卖官买官查处案的“抓大放小”之特点决定的。“抓大放小”虽说荒唐，

却居然是当地查处案件的一个“潜规则”：一般受贿、行贿5万元以下的干部不予追究，“有来头

的”干部则可享受10万元“底线待遇”。 

  为什么说“抓大放小”是一个“潜规则”？因为中国的《宪法》没有这个规定，中国的《刑

法》没有这个规定，中纪委的文件亦没有这个规定。统统都没有，然而在绥化市却敢于这么去做，

敢于违宪、违法、违背中纪委文件精神去做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

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

物的，是行贿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条规定：“对犯行贿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的更是斩钉截铁：“对腐

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坚决查处一个，绝不能姑息，绝不能手软。” 

  绥化的“抓大放小”实质是什么？依我看，就是一种“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就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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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面前不能人人平等”，就是对腐败“姑息”了，就是“手软”了，就是这个“地方腐败保

护主义”在作怪。 

  什么原因使这个“地方腐败保护主义”那么厉害，敢于抗着《宪法》、抗着《刑法》、抗着中

央精神去干？我想，就是因为在卖官买官成风的地方，在绥化的官场已经形成了“腐败政治生态

圈”，已经形成了以升官发财为主要动力的“腐败利益生态圈”，因而265名官员被牵涉其中，处级

以上干部，市直局委、各市县区“一把手”几乎无一幸免。 

  这个“腐败利益生态圈”是很有它的“特异功能”的。 

  当地官场这种“腐败利益生态圈”的“特异功能”，会形成一种与之相适合的“文化”，形成

一种当地官场特有的被异化了的“官场潜规则”，形成一种与共产党的先进性格格不入的“价值观

念”。这种“文化”、“官场潜规则”和“价值观念”已经深深地烙进当地官员的脑袋中去了，因

而使其所作所为往往以这种“文化”、“官场潜规则”和“价值观念”为准。绥化出现的“抓大放

小”这种置党纪国法于不顾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地官场这种“腐败利益生态圈”的“特异功能”，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的“权力

关系网”、“金钱关系网”、“人情关系网”、“血缘关系网”。这种“网”，谁也说不清它究竟

是怎么一回事，然而一到“关键时刻”就起作用。所以，在绥化：“涉案的265名干部，除少数‘影

响恶劣的’，大都得到了从轻处理，严重一些的免职，其次是降级、记过、警告和单独谈话。目

前，受处分的市直机关干部只有4人”。那么，对“情节严重”的又是怎么“严肃查处”的呢？ 

  当地官场这种“腐败利益生态圈”的“特异功能”，使这个地方的反腐败只是反到“一定程

度”就不反了，就“反不下去”了。马德这个家伙太臭了，全国都出名了，自然是要“一反到

底”、“严肃查处”的。其它的呢？就“打住”了。譬如，原绥化市劳动局局长孟祥国“情节”很

是“严重”，却只是被免去局长职务，由正处级降为副处级，现为调研员，其行贿“资金”也被忽

略不计了。要知道，绥化是个穷地方，一个普通官员能拿得出五万、十万吗？我看是很困难的。若

是真地反腐败，就应该不管大小，“发现一个就要坚决查处一个，绝不能姑息，绝不能手软。”然

而实际呢？“能放的”统统都“放掉了”；而且该“提升”的，照样都“提升”了。 

  当地官场这种“腐败利益生态圈”的“特异功能”…… 

  有人曾在网上撰文说：我国是反腐反得最为严厉的国家。这个话说得不完全，应该这样说：对

那些被中央点了名的，中央花了大力气查处的腐败大案要案，反腐败是“最为严厉的”；然而没有

在中央挂了号，没有“闻名”于全国的腐败案，譬如这个马德案，就不能说是“最为严厉的”。在

一些地区、一些领域、一些部门，漠视法律的现象还比较严重，在这些地区、领域、部门，还存在

着相当严重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现象，还存在一种“重立法、轻执法”的倾向。 

  所以，针对这个马德案，我提出了“要坚决反对‘地方腐败保护主义’”这一说法。原因为何

呢？马德案的查处绝不是“个案”，它带有“一定的典型性”，带有“一定的警示意义”。如今，

人们在反腐败进程中的强烈期盼，就包括希望我们的社会重视、解决这个“地方腐败保护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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