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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关于制度的经典故事：  

  有7个人组成的小团体，想通过制定制度来解决每天的吃饭问题——要平均分食一锅粥，

但并没有称量用具或有刻度的容器。大家试验了不同的方法：  

  方法一：指定一个人负责分粥：结果是这个人为自己分的粥最多，而且总是主持分粥的人

碗里的粥最多最好。  

  方法二：大家轮流主持分粥，每人一天。然看起来平等了，但是每个人在一周中只有一天

吃得饱而且有剩余，其余6天都饥饿难挨。  

  方法三：大家选举一个信得过的人主持分粥。开始这位品德尚属上乘的人还能公平分粥，

但不久他开始为自己和溜须拍马的人多分。  

  方法四：选举一个分粥委员会和一个监督委员会，形成监督和制约。公平基本上做到了，

可是由于监督委员会常提出各种议案，分粥委员会有据理力争，等分粥完毕时，粥早就凉

了。  

  方法五：每个人轮流值日分粥，但是分粥的那个人要最后一个领粥。令人惊奇的是，在这

个制度下，7只碗里的粥每次都是一样多，就像用仪器量过一样。因为每个主持分粥的人都意

识到，如果7只碗里的粥不相同，他确定无疑将享用那份最少的。  

  但是，要想使这7个人发挥聪明才智、经过多次博弈形成完善的制度，就还得有个前提：

这7个人的地位应当是彼此平等的，其中的一个人或几个人不能凭借某种优势例如身高体壮而

牢牢地把分粥的勺把子抓在自己手里。  

  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各个群体之间、每个群体的个体也必然存在着矛盾。处理这些矛盾最

文明的办法是制定群体成员、社会成员都认可并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制度。而完善的

制度的建立，无疑要求每个个体、群体都要有平等的“话语权”。话语权的实质就是指在社会

上，谁有权说话，谁说的话能传达出去。从广义看，话语权是新闻自由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属于新闻自由权利中的“表达权”的一部分，是公民的一项不可让与和剥夺的民主权利。  

  人人平等的原则，我国社会主义之初就写入了宪法，我们每个公民都是社会主义的建设

者，都是国家的主人。在事关公共利益的决策中，都应当拥有话语权。公民话语权的缺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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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导致规则的不完善，进而造成社会不公。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科文献出版社推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一书，指出中国大陆的

社会变革尚未形成合理的社会流动模式，而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2.1倍。这就是因

为干部任用的“话语权”很大程度上还是掌握在干部们自己手里；北京六大世界文化遗产景点

经过“听证”后欲涨价，是因为参加听证会的多是持有月票的北京当地人，涨价对他们影响不

大，而外地的老百姓在这个问题上享受不到“话语权”。  

  近一段时间来，我国部分地区的部分行业实行了“廉政保证金”制度，有的地方公务用车

改革也在进行中。由于这些改革方案的制订和实施掌握在的各级干部手中,这些改革都是以确

保公务员阶层的既得利益为出发点的，所以这些“自说自话”的举措遭到社会舆论的强烈质

疑。由于话语权的缺失，为改革支付成本的纳税人没有任何参与决策的权力、没有任何的话语

权，这样的“改革”当然不会公正公平。  

  不难发现，掌握话语权优势的，多是“强力”部门或行业。由于分工的不同，他们往往掌

握着社会的权力资源和经济资源。如何加强对这些“强力”部门的监督，防止他们手中的权力

异化为小团体攫取利益的工具，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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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文章：话语权

· 谁在说话？浅析“话语权”现状 (2006-11-30) 

· 争取农民工话语权，媒体义不容辞的责任 (2006-1-15) 

· 再谈网络话语权 (2005-8-3) 

· 从媒介传播角度浅析话语霸权 (2004-12-21) 

· 中国媒体面临“话语权”挑战 (2004-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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