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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监测”的钱应该怎样花
刘 畅

春风骤起 ， 又到一年 “晒 ” 预算
时。 政府部门怎样花钱？ 不管各种预算
报表如何晦涩难懂， 公众也总愿意通过
媒体并不专业， 有时甚至是一知半解的
不精确解读， 了解各地财政花销的特点
和现状。 在北京市陆续公布的提交人大
审议的98个部门预算中， 有一项并不起
眼的花销悄悄地躺在财政账本里， 名目
叫做 “舆情监测”。

这笔费用虽说数额不大， 但却相当
普遍 。 《新京报 》 公布的预算表格显
示， 北京市高院 “舆情监测系统” 预算
70万元， 市旅游委 “微博微信及新闻监
测” 90万元， 市人社局 “舆情监控” 89
万元， 市文物局 “舆情监控、 微博工作
专项” 10万元， 市红十字会 “舆情监测

系统” 50万元， 市政市容委 “网络宣传及
舆情应对 ” 20万元 ， 市住建委 “舆情监
测” 31万元， “网络发言人及政务微博运
营费” 12.5万元， 此外， 规划、 园林等部
门也公布了类似预算费用。

看来 ， 不管是法官 、 城管 ， 还是绿
化、 旅游、 住建等领域的官员， 几乎都离
不开日渐增大的舆情影响， 舆情监测费用
成为财政经常性支出项目本身就是政府部

门重视网络舆论监督的有力证明。 而此前
曾有舆论分析 ， 随着舆情监测产业的兴
起， 各级党政机关已经成为舆情消费的主

要客户， 甚至， 一些删帖公司把目标集
中在受到网络舆情负面影响的部门和官

员身上， 以此牟取暴利。
重视网络舆情 ， 初衷是随时发现网

络舆论中出现的涉及本部门的问题 ， 及
时处理对部门和所属官员的举报 ， 防止
网络影响下的 “小事拖大 ， 大事拖炸”。
因此 ， 很多政府部门更重视网络舆论危
机应对的及时性 ， 不惜花费重金 ， 专人
负责 ， 关键词检索 ， 开通微信微博 ， 甚
至向社会舆情机构购买各种可供参考的

犀利观点和敏感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 ， 有的部门在这笔费
用中 ， 还直接列支 “媒体宣传和应对费
用 ”， 其实 ， 这并不是传统意义的封口
费 。 在以往发生的新闻敲诈和封口费事
件中 ， 一些地方和部门面对媒体记者抓
住 “把柄 ” 威胁公开曝光的时候 ， 会支
付给媒体和记者广告费 、 发行费 、 宣传
费、 好处费等名义的大笔资金 ， 但这些
花销一般不会体现在财政决算中 ， 更不
会 “未卜先知 ” 地出现在预算账目里 ，
而是以下属单位核销 、 相关企业出资等
隐蔽方式处理。

由此可以看到， 这些列支的 “媒体宣
传和应对费用” 可能是舆论危机时购买媒
体版面、 时段的花销。 对于相关部门和官
员而言， 与其暗流涌动、 被动应对， 不如
主动出击、 未雨绸缪， 过去战战兢兢暗地
里支付 “封口费”， 而今变成政府阳光账
本上的公开支出。 需要注意的是， 一旦网
络危机公关成为部门日常花销， 并且名正
言顺、 不断增多， 可能会助长舆论交易和
媒体腐败。 个别官员为了化解危机、 逃避
责任， 可能会以此收买媒体， 因此， 如何
对逐渐增多的舆情监测费用进行社会监

督， 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
同时， 人们发现， 越是窗口单位和

与公众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部门， 往往
舆情支出越大。 “舆情监控” 费用在文
物部门要花10万元， 到了旅游部门就要
花90万元， 红十字会花50万元， 到了法
院就要支出70万元。 从这一角度看， 舆
情监测费用多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不同部门面临的社会氛围和舆论压力。
由此 ， 也需要对舆情产业加强监

管， 不能让舆情收费变成糊涂账， 建立
行业标准、 收费规范， 制止删帖屏蔽、
有偿新闻等依靠危机公关谋取不当利益

的做法。 与庞大的财政开支相比， 舆情
监测虽然涉及钱款不多， 但毕竟是政府
资金投向的新兴领域， 需要人大常委们
审慎警惕的目光， 更离不开审计人员监
督忙碌的身影。

一个青年公务员的合租生活
本报记者 骆 沙

实 习 生 杨之光

2014年3月10日， 张倩 （化名 ） 在朋
友圈发了一个帖子： “隔壁 ‘大哥’ 因工
作调动要离开北京了 。 走得匆忙 ， ‘大
哥’ 还被某黑心中介克扣了4个月的房租。
刚回家一看， 隔壁已经换人了。 中介迅速
找到了两位新室友 ， 又得重新适应一遍
了。 可能生活就是这样吧， 唯一不变的就
是变化。”

因为年龄最大， 在这间合租屋内， 刚
刚搬走的住客被称为 “大哥”。

合租房里的火药味

2013年7月， 张倩毕业于北京某高校
国际贸易专业， 目前就职于北京一市属机
关。

和绝大多数在京打拼的青年人一样，
她的居住环境并不理想。 原本两室一厅的
房子， 客厅被打了隔断。 南向主卧租给了
一对夫妻， 张倩选择了面积较小的北向次
卧。 “采光差点， 但是比主卧便宜几百块
钱。” 这是主要理由。

已经选择离开的 “大哥”， 原本住在
客厅的角落。 中介用自制的隔断围了一个
半封闭的空间， 一张床、 一张桌子、 一把
椅子， 连同 “大哥”， 一起被圈在其中。

来自五湖四海的合租者常常会产生各

种摩擦：公用厨房和洗手间带来的不便、水
电费均摊引发的口水战、“夜猫子” 室友大
半夜放音乐影响了睡眠……很多时候，张
倩都对这几位合租者充满无奈。不久前，她
刚刚同“大哥”爆发了一场无言的战争。

这次局部冲突的导火索是采暖问题。
这套不足80平方米的两居室并非集体供
暖。 在冬季漫长而寒冷的北京， 自供暖带
来很现实的问题： 费用较高， 而且要租户
个人承担。

“粗算下来， 如果从早到晚一直开暖
气， 每人每月要多掏1000多块钱。 要是晚
上回来开， 也得多掏400多块钱。” 张倩算
过这笔账， “开着， 的确费钱； 不开， 冷
得要死。”

作为一个月收入3000元出头的机关新
人，她很心疼这笔开支。不过，室友似乎比
她更心疼。于是，一向抠门儿的“大哥”与怕
冷的江南姑娘间开始了明争暗斗。

一个周日上午， 张倩在自己的小屋里
贴着暖气包取暖。 10分钟后， 暖气变得温
热； 半小时后， 微凉； 1个小时后， 张倩
觉得 “我比暖气还热”。 “开关又被大哥
关了。” 查看时， 她发现阀门处于关闭状
态， 便又打开了暖气。

午饭过后， 寒意再次袭来。 张倩再打
开。于是，整个下午，你开，我关；你关，我再
开。“不记得重复了多少次。”她回忆道。

晚饭时分， 俩人同时出现在了厨房。
张倩明显感觉到了 “尴尬的气氛”。 因为
赌气， 她故意将水龙头开到最大， 目的是
“让抠门儿 ‘大哥’ 心疼得牙痒痒”。 “大
哥” 也不示弱， 把菜叶子摔在地上， 让有

洁癖的张倩很不自在。
“一个好好的周末就这么搅和了 。”

她说， “这样的矛盾几乎隔几天就会出
现。 可能在他们眼里， 还觉得我是个 ‘刺
儿头’ 呢。 搬家计划酝酿了无数次， 但最
终泡汤。 我和父母商量过， 他们说的有道
理， 再怎么换室友， 都会有摩擦， 何必瞎
折腾呢。”

10月的一天， 张倩在家洗澡， 洗到一
半燃气没了。 后来她用冷水洗完， 第二天
便发烧了。 “房子的水、 电、 燃气卡都在
中介那儿， 他们忘了充钱。” 她说， “真
是想吵架都不知道找谁。”

更让她 “上火 ” 的是房屋的门锁 。
“有一次回家我拿错钥匙了， 居然用办公
室的钥匙打开了我的房门。 我想和室友一
起向中介反映问题， 结果没人理我。 还有
就是窗帘的问题。 到现在为止， 因为墙上
没打洞， 我的房间连窗帘杆都没有。 后来
我在墙上贴了一排挂钩， 拉了根绳子， 总
算把窗帘挂起来了。” 张倩说。

“挑了半天， 还是被中介坑了”
2013年9月初，张倩接到了北京某市属

机关的上班通知。电话里，她提出的第一个
问题就是：“有没有集体宿舍？” 对方告诉
她，没有分房，没有集体宿舍，也没有租房
补助。这个答案让她很失望。当时，她还暂
住在同学家里。 好友和同学都在六七月入
职了，张倩找不到熟悉的人合租。

“正规中介一般不提供合租房源， 而
且中介费也很高 ， 所以我只能在各种网
站、 论坛上找房子。” 那几天， 她将能想
到的常用网站翻了个遍。 “我的策略就是
地毯式搜索， 找个便宜的好房子。 有几次
电话打过去， 那边的人就说， ‘你不是早
上才问过吗， 怎么又打来了？’ 找得太多，
自己都糊涂了。”

最初， 她坚持要为自己寻找一套独立
的居所。 第一次选中的房子是一套单身公
寓。 房子很小， 只放得下一张床、 一张桌
子， 但是拥有独立的卫生间、 厨房， 月租
1200元。 地点位于东五环外， 距离最近的
地铁站步行大约10分钟。

不过， 实地看房后， 张倩发现了很多
问题。 “安全性不好， 公寓里面的人特别
杂。 要是晚上自己回来， 还挺害怕的。 而
且水电费都是按商用计算， 整体费用挺高
的。” 她说。

这次看房下来， 她大概明白了行情。
“按照我的预算， 要想住在地点好、 治安
好的地方， 不太可能租一整套房子。”

虽然极不希望选择合租， 但随后， 张
倩还是开始寻找合租信息。 她第二次选中
的房子位于东四环外， 发布消息的是二房
东。 这名二房东从房主手里租下了整套房
子，自己住在主卧，次卧出租。“1600元一个
月，我觉得价格、地点都不错。”张倩说。

但是看房那天， 张倩又打了退堂鼓。
刚进门 ， 她便被二房东大声呵斥 “请换
鞋”； 走进洗手间， 后面的人又大喊 “别
碰我毛巾 ”； 想看看卧室 ， 身后又传来

“别开窗户， 风大” 的指令。 “相处了几
分钟， 我觉得压力好大。 第一次见面都是
这样的情况， 以后住在一个屋檐下肯定难
免争吵。” 她认为。

之后看的几套房子， 要么价格便宜房
子差； 要么地段好装修好， 但严重超支；
要么性价比整体不错， 但室友很不友善。
那一个星期， 张倩觉得自己 “一直在原地
打转， 忙碌却毫无成果”。 “前前后后看
了不下10套房子。” 她回忆道。

一天晚上， 她很失落地拨通了父亲的
电话。 “其实也不知道说什么， 就是觉得
委屈。” 她说， “如果这个时候在家， 应
该刚吃完饭， 和他们一起看电视呢。”

张倩是家中的独生女， 在浙江老家，
她有一间很宽敞的卧室， 从没想过 “在自
己家， 还要小心翼翼地与别人相处”。

最终， 张倩仓促地选择了现在居住的
房子。 “当时就是着急了， 因为马上要上
班了 ， 还得搬家 。 后来才发现 ， 挑了半
天， 还是被中介坑了。” 她说。

那条房源信息来自某网站。 帖子里描
述称： 全新房源， 月租金1000元， 集中供
暖 、 地铁沿线 。 “看照片 ， 房子确实很
新， 像刚装修过的。 我觉得价格也合适，
就想去看看。”

谁知， 见面后， 张倩便陷入了被动。
“房租一下涨到1600块钱。 我说， 不是说
1000块钱吗， 他们说 ‘打错了， 就是这个
价’。” 一旁陪她的同学劝说： “这已经是
我看过最新、 最好的房子了。” 加上第三
天便要入职， 张倩急忙交了100元订金。

搬入这套房子后， 问题接踵而来。 这
套面积不足80平方米的两居室， 张倩是第
一名入住者。 签合同时， 中介信誓旦旦地
说： “放心， 我们找的合租户一定都是女

的。 客厅不会打隔断 ， 加上你最多住两
户。” 很快， 新的住户到来： 一户是住主
卧的夫妻； 另一户就是住在客厅隔断的
“大哥”。

为了这个事， 张倩不止一次打电话质
问中介。 但对方说 ： “这事我们控制不
了， 人家要租也不能拒绝。”

2014年3月， 一份 《北京青年人才住
房状况调研报告》 显示， 在京工作的青年
中， 居住自有住房的占23.5%， 与父母亲
戚同住占24.3%， 租房居住占 52.2% 。 其
中， 租房者居住状况相对较差， 租房市场
侵权现象严重。

“违约、侵权是常有的事。租房者没有
任何话语权。你不租，想租的人多的是。”张
倩很清楚自己在这份合约中的地位。

新装修的房子， 油漆味特别大， 没几
天她便感觉眼睛刺痛； 第一个周末， 她被
楼上装修的轰鸣声惊醒； 小区还未完工，
每天进出， 都要穿过一条泥泞的便道； 厨
房没有抽油烟机， 因为中介说 “要等人住
满才给安装”， 所以前两个星期只能煮面；
洗手间里有一台很脏的二手洗衣机， 在洗
衣服前， 张倩不得不把它先清洗一遍……

“什么情况，客厅‘大哥’的隔板墙居然
裂了，装修质量令人担忧。”“两个电梯都停
用了？ 我可是住在17层啊！”“窗户坏了，中
介到底什么时候来修啊。” ……苦中作乐，
张倩不时将自己的合租■事分享到朋友

圈。“居然有不少小伙伴点赞。”她调侃，“估
计不少人都感同身受。”

搬家？ 买房？ 回老家？
搬家？ 这个想法在张倩的脑海中酝酿

了无数次。 但是一想到被中介扣下的押金
和房租， 她便放弃了这个念头。

买房 ？ 这个想法从未出现在她脑海
里。 “至少5年内会是这样。” 她说。

单位没有福利分房， 唯一的优惠是购
房时一次性资助一部分首付。 “这也是从
同事那里打听到的， 不知真假， 而且据说
补助很少， 还得自己出绝大部分。” 对于
公积金贷款， 张倩则是一头雾水， “因为
根本没想过买房， 何必了解这些给自己压
力呢？”

北京市住建委网签数据显示， 2014年
1月北京市二手住宅成交均价为29502元/
平方米。 目前， 张倩的月收入为3000元出
头。 身边同事告诉她， 在机关工作， 随着
工龄增长工资会上调 ， 但也别抱太大希
望， 工作五六年也就拿4000多元。

为什么会当公务员？ 张倩觉得就和当
初选择这套房子一样， 是迷茫中的决定。

本科毕业， 她的第一选择是攻读高级
翻译的硕士学位。 2013年年初， 张倩参加
了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 笔试结束， 她觉
得自己发挥失常， 八成考不上了。

当时， 宿舍6个女生叽叽喳喳聚在一
起对题。 “几个人越说越伤心， 都觉得自
己肯定要落榜， 后来就一窝蜂报考了北京
市公务员 。” 张倩回忆 ， “这个过程中 ，
我压根儿没有作决定的感觉， 像是被大家
推着， 迷迷糊糊报了名。”

几乎毫无准备的公务员考试， 进展却
很顺利。 “我是去打酱油的， 结果， ‘酱
油’ 居然打上了。” 她很意外。 不过， 在
她的心里， 一直有一个首选职业。 “最想
做的还是翻译。”

2013年2月， 研究生考试笔试成绩公
布， 但分数线迟迟没出。 张倩将成绩和往
年分数线一比较， 认定自己落榜了。 “按
照往年的分数， 我没过。”

随后的这段时间， 张倩接到了公务员
复试通知。 此后一个多月， 她没有再碰过
翻译书一次。 “因为赌气， 几本书已经被
我扔了。 可谁知， 今年的分数线降低了，
我超过了两分。” 说到这里， 她的眼角流
露出一丝遗憾。

不过， 她已经没有退路。 一边是毫无
准备的考研复试， 一边是奋战了一个多月
的公务员考试， 她选择了后者。 后来， 她
总安慰自己： 初试只超过分数线两分， 参
加复试也很可能被淘汰。

“当翻译这两年肯定没戏了。 公务员
入职前要签协议， 规定了服务期。 这样做
也是为了避免政府人事流动过大。 一般服
务期都是5年。 如果5年内离职， 要承担违
约责任， 而且以后也不能再考公务员了。”
她说。

张倩承认，自己的很多决定都带着“半
推半就的茫然感”，留在北京也是如此。

2013年， 她也报名参加了家乡公务员
考试。 为什么选择留在北京 ？ 她的答案
是： “我也想问自己。” 再问， 她会笑笑
说： “大学4年在这上的， 同学都在这边，
就是不想回去。”

她还给出了更具 “偶然色彩 ” 的理
由。 在老家的公务员考试结束后， 一位监

考老师过来问她： “你是在北京上的大学
么？” 她点点头。 “那还回来干什么， 那
边不是更好？” 她无语。

从考场出来， 引领考生离开的工作人
员和她闲聊： “别回来了， 在咱们这么小
的城市， 碌碌无为的， 真没什么意思。 你
在大城市待惯了， 肯定受不了。”

这位领队异常热心地向她讲述了自己

的 “无为史”。 “他告诉我， 工作十来年
了， 还是科员， 提不上去， 因为单位的一
把手也只是处级干部。 小地方机关事务相
对较少， 想找到忙碌的状态都很困难， 下
午4点多就可以回家了。” 张倩说。

这番话吓住了张倩 。 她想象中的自
己， 应该每天穿着光鲜挤进地铁； 在乘车
间隙举着手机频繁刷屏， 生怕漏下一点信
息； 来不及吃早饭， 就随便买点， 继续赶
路……每个细节都应该充满忙碌的气息。

于是 ， 张倩决定留在北京 。 现在想
想， 她觉得这个选择稍显草率。 曾经立志
一起当公务员的舍友 ， 一个去了香港留
学， 两个去了银行， 两个去了私企。

“大家的轨迹都不同。” 她说， “不
过也有相似的， 比如刚入职场的待遇都差
不多。 住房是我们共同面临的最大问题。”

对于张倩的生存现状， 家乡父母的意
见很明确： 5年满了赶紧回家， 或者现在
辞职也行。 作为家里的独生女， 回老家至
少不必挤在一个巴掌大的房间里， 深陷于
各种琐碎的矛盾之中 。 可她又会不甘 ，
“为什么这个逃兵会是我？”

张倩也向身边同事了解过， 在住房问
题上， 大致分为三类： 一类是家在北京，
虽然也买不起房， 但可以和父母同住； 一
类是家境较好， 已经拥有了独立住房； 第
三类则与她相似， 仍然纠结于各类房源和
室友之间。

一直以来， 分房被视为公务员的最大
隐形福利之一。 在北京、 上海等房价居高
不下的地区， 这一福利带来的职业优势尤
其明显。

然而， 1999年， 国务院下发 《在京中
央和国家机关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实

施方案》， 规定要求 “从1998年底起， 在
京中央机关和国家机关停止住房实物分

配， 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
到目前为止， 虽然部分中央国家机关

仍可通过经济适用房、 集体购买、 历史房
源等方式获得住房， 但像张倩这样的地方
基层公务员， 几乎无望享受这项福利。

“通知我入职的人告诉我， 肯定要自
己租房。 而且工资不高， 没有外界传言的
丰厚福利。 最大的好处是稳定， 能拿到本
市户口。” 她说， “当时脑子一热， 觉得
租房也没什么。 但其实住房是最大的问
题， 至少要花费一半的收入。 有个同学，
已经在北京成家了。 他说自己特别后悔，
如果回老家， 就不用拿一大半工资养房
了。 我说他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2013年12月发布的 《2013年租房市场
报告》 显示， 在全国36个大中城市中， 北
京月均租房成本最高， 达1479元/月。

每天7点半起床， 8点准时上地铁， 9
点之前赶到单位； 因为是新人， 张倩会在
上班前完成打水、 清扫办公室等工作； 晚
上6点下班， 便钻进几平方米的小屋， 在
室友使用的间隙做饭 、 洗漱……这些画
面， 和她最初想象的生活状态相去甚远。

谈到现实与理想， 张倩的脸上再次写
满茫然， “回去还是留下， 这是个问题。”

“一些人想法有问题，好像当官就是要发财，不发财就不来”

竹立家：公务员应该有为国工作的荣誉感
本报记者 辛 明

实 习 生 徐 晗

人物档案

竹立家，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
教研部教授、 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
对话背景

近一时期， 有关公务员禁令约束
较多 、 福利待遇缩水等话题持续升
温。 怎样看待中央八项规定给公务员
群体带来的影响， 如何面对公务员薪
酬和晋升体系的改革？ 日前， 中国青
年报记者专访了竹立家。

中国青年报： 最近一段时期， 公务员
成了社会的焦点， 很多公务员以前享受的
特权在逐渐减少， 你如何看待现在公务员
特权被削减的现象？

竹立家： 特权本来就不是一个好事，
特权是封建时代的东西。 公务员就是一种
职业， 一种正常的职业， 和其他职业是平
等的。 当官为了特权， 可以坐轿子， 可以
娶小老婆， 可以随便用公家钱， 那是封建
社会的特权。 在社会主义社会， 你不应该
有特权 。 在取消一些不该有的浪费 、 侵
占、 挪用公共资源的特权后， 有人说官不
好当啦， 当官没意思啦。我们是人民公仆，
不是封建官僚，这点一定要弄清楚。所以，
我觉得， 现在社会上一些人的想法就是有
问题的，好像当官就是要发财，不发财我就
不来；当官我就要享受，不享受我就不来。
公务员本来就是一个奉献岗位。

中国青年报： 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一年

多， 带来的变化是什么， 这个规定有什么
重要意义？

竹立家： 最大的变化就是整个社会的
反腐信心大幅提高， 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
度大幅提高，整个社会的凝聚力大幅提高。

对一个社会的发展来说， 最关键的就
是社会的凝聚力， 社会的信心， 老百姓对
政府的信任。 所以， 我们取得的最大成效
就是在凝聚民心方面有了实质性的提高。

中国青年报： 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公
务员想辞职的说法， 你怎么看？

竹立家： 我不认为公务员辞职是一种
普遍现象。 公务员在现在的政治经济发展
环境中， 还是一个好职业。一是公务员薪酬
体系比较稳定，虽然工资不高，但职业安全
感非常强。还有一个就是，公务员社会福利
相对来说也比较稳定，比如医疗保障、退休
保障，这都是其他职业没法比的。尤其是在
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期，公务员这个职业可以
说是一个最安全的工作岗位。公务员辞职只
是个别情况，这在国外也很正常。

公务员应该有荣誉感、 奉献感。 比如
在日本， 公务员能为国家奉献是一辈子的
荣耀， 社会是很尊重的， 这是一个重要原

因。 公务员是一个奉献职业， 你像美国总
统 ， 他的年薪跟比尔·盖茨是没法比的 ，
是因为他的能力差吗？ 不是， 他就是要奉
献。 为国家工作是一种荣耀， 是自我价值
的一种实现， 我们现在要宣扬这种精神，
不能说当公务员就为了享受为了特权， 这
个会越搞越糟。

中国青年报： 你提到过， 公务员的晋
升制度改革、 薪酬制度改革等将会是下一
步的重点， 这两项工作的难点在哪里？ 如
何继续推进？

竹立家： 晋升制度最大的难点就是客
观化， 通过一种客观的规范的科学的办法
来真正把选人用人规范化， 这个在全世界
都是难题。 但是一些发达国家现在有一套
比较好的办法， 就是他们有政务官和事务
官的区分，政务官选举产生，事务官直接晋
升。所以说，一些国家公务员职位晋升基本
上就是两条，一个是资历晋升，一个是绩效
晋升。他们没有走后门、看面子、拍马屁、一
个人说了算这些现象，为什么呢，因为这种
资历晋升是有原则的，公开透明的，谁升职
谁不能升职大家都很清楚。 我们现在就是
有点儿搞乱了。 还有就是绩效， 绩效也是

公开透明的， 这个没有什么争的。
现在为什么走后门拍马屁这些现象这

么严重 ， 公共机构为什么没活力 ， 我认
为，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晋升机制。 大家工
作为了晋升， 这很正常， 但是晋升是领导
说了算， 那大家就围着领导转了， 结果单
位搞得乌七八糟的， 没有活力， 大家都混
日子， 不好好工作， 挖空心思怎么拍马屁
怎么送礼怎么钻空子。 好多人混日子， 得
过且过， 自我边缘化了， 还有一些人围着
领导转 。 关键就是晋升要规范化 、 科学
化、 常态化， 要形成有效的机制。 曾经有
一个专家讲过， 资历晋升是所有最坏机制
里边的最好机制， 因为它客观性比较高，
不会造成混乱。 资历晋升加绩效晋升是将
来我们改革的方向。

我们要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这个路子来思考中国的公务员制度改革方

向。 能否形成一个好的国家治理体系， 公
共权力能不能良性运行， 关键在掌握权力
的这些人， 公共岗位上的这些人。

中国青年报： 你曾经在一篇论文中提
到， 中国由于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 形成

了 “权本位 ”、 “官本位 ” 的社会结构 ，
流行的也是一种 “腐败文化”。 那么在反
腐倡廉的今天， 你认为廉政文化建设有何
重要意义？

竹立家： 我认为， “权本位”、 “官
本位” 在中国人的心里根深蒂固。 两千多
年以来， “腐败可耻” 在我们的文化根基
里面是没有的。 我认为， 廉政文化建设现
在应该形成一种文化氛围、 社会氛围。 过
去 ， 占公家便宜 ， 拿公家东西， 甚至贪
腐， 一些人不觉得可耻， 好多人甚至羡慕
人家。 所以说， 社会上 “腐败可耻” 这种
观念是不深入人心的。 因此， 我认为， 要
消灭官场腐败， 首先要消灭整个社会的腐
败文化， 把腐败观念打消。 从宣传教育方
面， 大力宣传腐败可耻， 这是我们的当务
之急。 小偷从别人兜里掏钱可耻， 一些官
员利用职权在公家兜里掏钱更可耻。

中国青年报： 你怎么看过去一年多的
一系列反腐败事件？

竹立家： 我个人认为这反映了两点：
一点就是表明了国家反腐的决心 。 可以
说， 通过这一年多的反腐， 极大地提高了
全社会对反腐的信心 ， 提高了政府的威

信， 提高了中央的权威， 效果总的来说是
非常好的。 2013年是最近10多年反腐成效
最好的一年， 也是取得关键性成效的一
年； 第二点就是， 通过一年多的反腐， 在
取得成绩的同时， 我们在反腐方面也取得
了一些经验。 2014年是反腐深化的一年，
可以说， 如果2013年是以治标为主的话，
那么2014年可能就进入了标本兼治的一个
关键年份。 在制度反腐方面， 可能会继续
出台一些有效的反腐措施， 真正 “把权力
关在制度的笼子里面”。

中国青年报： 你认为， 腐败滋生的根
源有哪些方面？ 如何从根源上铲除腐败的
土壤？

竹立家： 腐败的根源主要有四个方
面， 第一， 公权力的运行过程不够公开透
明。 第二， 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 没有
非常好地践行民主集中制原则。 一把手权
力过大， 又没人制约或监督， 这种现象还
普遍存在。 所以， 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
中， 一定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 不能一
权独大， 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第三， 在
选人用人过程中， 划小圈子的现象还是比
较严重。 考任制 、 票任制都还有很多漏
洞， 很难堵塞。 我个人一直强调， 用人腐
败是最大的腐败。 把优秀的人才选到领导
岗位上， 这是我们一个艰巨的任务。 从这
些年的经验可以看出， 用人腐败造成整个
社会公信力下降， 凝聚力下降， 对政府的
不信任度上升， 这是最大问题。 第四， 公
共预算民主化程度不够 ， 公开透明度不
够， 细化程度不够， 造成一些人钻空子，
贪腐、 侵占、 挪用公共资源。

很多在北京工作的人都经历着 “合租生活”。 CFP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