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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潜规则”侵蚀执政能力 

【我要评论】【该文章阅读量：569】【字号：大 中 小】 

 

[编者的话] 

      现实当中的很多问题，一直以来都讳莫如深。诸如社会名声很不怎样的人，在一些人代会上竟

也能高票通过。也许下面的报道以及随后的评论，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官场的“潜规则”。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这不是一句口号，规范各级权力机关内部工作也是重要内容。这个话题说起来

是沉重的，也许真是到了该治理的时候了。 

[报道] 

      继黑龙江原省长田凤山和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案之后，不久前，黑龙江省又有５位副省级和一

批地市、厅局级干部纷纷落马，引发黑龙江省“政坛地震”，这些腐败案件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在

人民心目中的威望与形象。 

“官场潜规则”放大干部制度漏洞  

      反思黑龙江系列腐败大案，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干部和专家学者普遍认为：目前的干

部制度在客观上形成了一些见不得人的“潜规则”。在一些官员看来，官场就像市场，有买有卖有

价格有中间人，甚至有人把当官当投资，贷款跑官买官。 

      省人大一位委员说，现在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是，干部提拔必须上面有人，不和上级领导建立

“私交”，政绩再好与“官运”无关，而到一定级别后，更必须与上级领导建立“私人友谊”，一

些见不得人的东西开始起作用。 

      据初步了解，官场“潜规则”的内容比较“丰富”： 

      一是借口调整干部，动一动就来钱。据绥化的一些基层干部反映，原市委书记马德一年要调整

好几次干部。 

      二是官位明码标价。据一些党政干部介绍，各个级别、各个岗位都有相应的价格。 

      三是保官也要送钱，否则官位坐不稳。 

      四是关键时候必须到场，领导生病住院、老人生老病死、孩子上学等等全要出钱，此外还有领

导开会、出国考察等都属关键时刻。 

      一位基层干部反映，马德曾经说过，谁给我送钱我记不清了，但谁没有送钱我全记着！在这种

“潜规则”下，你想不送都不行，谁敢得罪能够决定自己官场命运的人呢？ 

      一些专家学者和干部认为，“潜规则”使官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和黑洞，许多人难以摆

脱。到了官场，谁不遵守就会被视为另类，谁不腐败就会受到排挤和白眼，甚至被淘汰出局。有些

人原本素质并不差，但为了不被排斥和淘汰，只好随波逐流，最后滑进腐败深渊。 

被采访者认为，黑龙江的官场腐败有其特性，也就是用最直接的手段获取最大利益。同时，此次涉

案的主要是从所谓地市“主干线”上来的干部，胆子太大，心里也没有顾忌，涉案金额都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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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干部群众和专家学者指出，官场“市场化”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我们没有制度，而在于机制

不健全，导致腐败分子目无法纪，把官场当成市场来运作。一位省政协委员说：“没有好的机制，

制度就像一棵大树种在沙漠里。如果再不认真研究些措施，人亡政息绝不是危言耸听。”接受《瞭

望新闻周刊》采访的干部群众普遍认为，黑龙江“官场生态”恶化到如此状况，当时的一把手难咎

其责。 

      首先是选人用人机制不健全。黑龙江省委一位干部说，现行干部制度存在不科学的地方，如干

部的升迁往往是少数人或“一把手”说了算，权力过于集中，虽然任用干部也要上常委会，但常委

会前要开会统一认识，“一把手”说谁行，别人谁敢说“不”？所以“一把手”很容易控制选票。

此外，主管干部的副书记和组织部长在干部任用上作用也不小，从而形成了表面民主、实际上不民

主的局面，在这种体制和机制下，很难规避腐败的产生。 

      一位省政协委员说，领导推荐、考核干部的办法也有问题和缺陷。领导干部推荐的多是自己圈

子里的人，特别是出现了一种“秘书现象”，秘书只要跟定一个人，就可以从处级到厅级，最后还

成了后备干部。此外，组织部门的考核内容虚的太多，实质性内容太少，这样的考察，干部有

“病”也发现不了。 

      其次是党的干部路线落实不力。一位厅级干部认为，韩桂芝在黑龙江省主管干部工作长达十几

年不进行交流，从侧面反映出党的干部交流政策没有得到很好落实，一个干部在一个地方经营时间

太长，很容易产生腐败。 

      第三是监督弱化。人大监督弱化，党内民主监督和舆论监督不到位，像民意测验等群众监督也

往往流于形式，实际上对权力的监督没有做到制度化。 

高票当选背后的无奈  

      根据我国现行的干部管理制度，副省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须由省

人大代表选举表决方能通过。而令人费解的是，一些在群众中口碑极差的人，却都在人大获得高票

通过。 

      接受采访的一些人大代表说，本来有些人可以在人大划票阶段被选下去，可由于韩桂芝等“问

题官员”坐镇党的重要部门，在他们反复“做工作”甚至“监督”下，领导干部选举程序竟变成了

他们“买官卖官”的工具。 

      另一位代表称，像一些官员的劣迹，代表们心中是有数的，可在给他们划票之前，党委要召开

人大代表中全体党员大会来“统一思想”，简单介绍一下个人简历，然后就是什么“工作能力

强”、“具有开拓精神”等一些套话，并且解释说基层虽然有一些传言，但他们调查了没有那些

事，有些同志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人无完人”、“看一个人要看主流”，还希望全体党

员干部从党的事业大局出发，和党委保持一致，确保“党组织”推荐的干部顺利选上去。 

      这位代表说，按理说，这些话也没什么问题，可不巧的是推荐这些干部的部门主要负责人是韩

桂芝等“问题官员”，他们说的话究竟是代表党组织的意志还是个人的意志？如果他收了别人的好

处，明明实施的是个人的意志，却用“党组织”的大帽子压制众人，究竟会给党的事业带来怎样的

危害？需要反思的是，怎样才能保证一些人在台上的讲话是代表党组织而不是他个人？ 

      许多人大代表对此次落马官员当初被选上时的选举划票方式提出了质疑。据一位人大代表说，

此次落马的一位副省级干部在当初人大对他进行投票选举时，划票方式发生了变化，即同意的不划

任何标记，不同意的划“×”，弃权的划“Ｏ”。也就是说，只要你动笔就表明你不是不同意就是弃

权。在党委召开会议统一代表中党员的思想后，谁划反对票或弃权票显然成了和党组织不保持一

致，而且因为要“动笔”，“反对者”就会昭示于众目睽睽之下。 

      一些代表描述当时划票的情形时说，在代表们一个挨一个端坐的选举会场，哪怕不是很大的动

作，主席台上的人也会看得清清楚楚。会场两旁的过道到处是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他们不停地来

回走动。许多代表说，自己划票那天根本就没带笔，因为不需要带也不敢带，拿到选票后就直接扔

进了票箱；有的代表为避免被怀疑和“党组织”不保持一致，进会场时干脆不穿外套以表明自己没

有带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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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代表还是“冒险”做“小动作”以维护自己的选举权力。一位代表

说，有的代表把油笔的笔芯抽出来，用剪子从笔尖处剪下很小一段，捏在两个手指里步入会场，划

票时挺直腰板、目光前视，胳膊肘不动，这样手上的动作就不会让人察觉。一位代表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自己旁边的一位代表不经意地把票放在桌面上，身体上半身趴在了桌子上，他提醒说：

“你干吗呢？”“我没干什么呀。”这位代表回答。“那你老趴着干什么？旁边的工作人员都瞅你

半天了。”这位代表一抬头，果然看见旁边过道上一位工作人员盯着自己，他赶紧挺直身子，用双

手拿着票冲着工作人员举了起来。整个会场上，许多代表从拿到选票后就是这么举着，让人觉得很

奇怪，然后举着走向投票箱，直到把票投进箱里。 

      就是这样的划票，一些当选官员还是丢了几十张票。这种划票方式后来被沿用到许多次选举

上，包括此次落马的众多高级别官员。许多代表表示不理解：难道一动笔就和党组织保持不一致

了？党员就不应该有自由的选举权吗？ 

      许多人大代表提出，我们有关的制度是不缺乏的，关键是要把原则上的要求做实，不要形成人

为的“突破”，人大应该更多地行使权力而不仅仅是履行程序。  

      中央党校教授侯少文认为，现在需要用新的内涵丰富充实党管干部的原则，从党的执政实质就

是支持和领导人民当家做主这一前提出发，我们应该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即使出现了上级人

选被“差”的情况，也应该认为是人大代表民主意识增强的体现，这就要求党委推荐人选时要选

准，尽可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这也是党管干部的本质要求。而发扬党内民主的根本，是要明确

和解决党内权力属于全体党员的问题，应该充分尊重和保障党员和党代表的选举权力。这样，党的

干部任免权，人民的选择权就不会因过分集中而成为个人权力，党内就不会出现这么大面积高层次

的“跑官卖官”现象。□ 

资料： 

一个“反对者”是这样“失语”的 

      有这样一位省人大代表，他曾两次公开提出反对意见，可过程和结果让他感到悲哀，最后不得

不选择“失语”。下面是他的自述： 

      有一年我参加人代会，我记得当时公布“同意的不划，反对的划×，弃权的划Ｏ”的投票选举规

则时，还以为工作人员把票搞错了，特意给自己所在代表团的秘书处打过电话，问他们票是不是印

错了，结果工作人员告诉我，没有错，前一年就是这么划的。而选上来的领导就有此次落马的副省

级高官。 

      在小组讨论时，我毫不犹豫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表示不同意这种划票方式，并说明了三点理

由：第一，这种划票方式不符合中国人传统的思维习惯，因为中国人向来是摇头不算点头算，这种

划票方式等于一动笔就公开表明自己不同意，很难表达划票人的本意；第二，以不作为的方式行使

选举权力是不合法的，一张选票从印刷厂印出来，没有任何动笔痕迹就投进票箱就产生了法律效

力，这不能让人理解；第三，影响公正性，这种方式造成了“一掏笔就和党不保持一致”，谁还敢

划不同意或弃权。 

      我的发言立刻得到小组许多同志的热烈反响，我没有具体算过，至少应该是８０％的代表同意

我的看法，有的代表还发表了不同意这种划票方式的个人见解，大家讨论得非常热烈，我当时非常

高兴，可同时也有点不解，这种方法在这之前不也有吗，大家为什么在我提出来后才表现出这么强

烈的不满。 

      第二天事情发生了变化，让我一辈子也忘不掉。在大会讨论这个划票方式时，主席台宣布同意

这种划票方式的请举手，只听“哗”的一声，手举起一大片，主席台接着说不同意的请举手，我满

怀信心地把手举了起来，觉得会场很静，我发现偌大的会场，原来只我一个反对者，顿时，我内心

感到一股莫大的孤独和悲哀，我不明白小组中那么多热烈支持我的人都上哪去了，作为一个人大代

表，我们就是这样行使人民赋予我们的权力吗？为什么不能把自己真实的想法表达出来？ 

      更让我感到悲哀的是，主席台上的人在环顾一周后，竟宣布：“不同意的没有。”这时旁边一

个同志冲着主席台喊道：“这儿有一个”。原来主席台上的人根本就没看见我举手，或许根本就没



意识到会有反对者举手。全场的目光顿时都投向了我，许多记者也奔向我，闪光灯闪个不停。噢，

对了，我记得当时还有一位弃权的，是一个白头发的老者。这时主席台上主持会议的人宣布，

“噢，有一个反对的，反对一票，弃权一票，该办法通过”。 

      这一切让我感到太突兀了。这可不是出风头的荣耀，而是觉得那些目光、闪光灯和会议主持人

的话如芒刺在背，痛苦极了。 

      第二年的人大选举时，不知什么原因，我被选到了另外一个地级市代表团。但我“痴”心未

改，在该团的小组讨论上再次提出不同意这种划票方式，并且直截了当地说：“如果说以前搞这样

的一种制度规定是为了某些人的当选，那些人已经当选了，目的达到了，为什么现在还要用这种方

法？”这回小组里没有了去年附和我意见的热烈气氛。 

      当晚我回到家，大概９点钟左右，我接到该市组织部负责人打给我的电话。他说：“您在我们

市人大代表中是高票当选的，我们非常支持您，您今天在会上发表的意见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也

很理解，我们会认真考虑的，但不管怎样，还请您在明天划票时不要投反对票。”我知道自己已无

能为力，虽然我不过是仅有的一个公开反对者，但坚持自己的意见实在太难了。我告诉那位负责

人：“你放心，明天我划同意票。”那一刻，我真想立即辞去人大代表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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