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判医改成效
别忘了患者的感受
李劭强

医改五年来， 政府医疗卫生支出
每年增加超过20%。 不过从统计数据
看， 政府对医疗卫生的巨大投入并未
减轻个人的直接负担， 个人绝对卫生
支出仍在逐年上涨。 专家认为， 民众
一直抱怨的 “看病难， 看病贵” 没有
得到实质性缓解 。 如果医院运行机
制、 补偿机制没有变， 医药费用增长
不能有效遏制， 那么老百姓得到的实
惠依然有限。 （《经济参考报》 12月
10日）

以往 ， 很多专家总给人以 “砖
家 ” 的印象 ， 他们似乎生活在真空
中， 没有任何生活经验， 总是 “语不
惊人死不休 ”。 虽然这样的 “砖家 ”
会被舆论唾弃， 但因为这种倾向性发
言背后通常有着利益代言和交换， 那
些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专家们并不在

乎 。 所以 ， 当这一次专家能俯下身
去， 实事求是地对医改效果做一个客
观评价时， 这种专业与良心当然值得
点赞。

其实， 对于医改， 专家完全可以
继续习惯性地纸上谈兵： 根据 “十二
五 ” 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
划， 2015年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政
府补助标准将在目前基础上再提高40
元， 达到每人每年360元以上， 这将
大大减轻人们看病贵的压力， 并有效
改善人们的就医环境。 这是一种偷懒
但又貌似正确的推理， 因为医疗投入
的确每年都在增加， 而且增幅达20%
以上， 可纸面上的推演在现实中会遭
遇种种问题， 所以最终的结论不能只
来自逻辑推理 ， 还需要辅以现实调
查 。 这一点 ， 有时也只有专家能做
到。

幸运的是， 在 《医改蓝皮书： 中
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报告 ( 2014-
2015)》 中 ， 专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
了关键问题： 医疗投入的资金并没有
完全惠及居民 ， 在落实过程中 ， 医
院 、 药企成了分得最大一块蛋糕的
人。 结果， 政策红利被利益集团以各
种手段与名义 “巧取豪夺”， 患者个
人承担的医疗支出并没有显著减少。
这无疑是一种反常， 其背后既有一些
群体习惯性谋利的冲动， 也有制度上
设计不够清晰的问题。 医疗费用的涨
幅之所以远远超过物价的涨幅， 很重
要的原因， 就在于药品的销售和采购
制度不够完善。

因此， 评价医改成效要从个体的
视角来看， 即改革后个人的医疗负担
是否真的减轻———如果减轻， 就说明
医改落到实处； 如果没有减轻， 而政
策已作出关照， 那么一定是政策的执
行环节出了问题。 此时， 可以从如何
使个体获利的角度出发， 重新梳理政
策执行与落实的各个环节， 看制度是
否完善， 执行是否走偏， 运行是否公
正、 透明。 很多时候， 问题之所以久
拖不决， 根本原因， 就在于个体视角
的缺失， 以及基本评价标准的模糊。

不仅医改成效需要从个体视角来

审视， 其它改革的评价也是如此。 改
革必然会影响到生活中每一个具体的

活生生的人，其最终目的，不仅仅是实
现数字增长， 还应该是每一个国民都
能从改革中获益。此次《医改蓝皮书》
关于医疗投入的评价就给人以这样的

印象，它实事求是的态度、个体视角的
立场， 无疑给我们评价和判断改革效
果提供了一个宝贵参考———改革的目

的是改善与促进每个人的幸福。

某些官员别等到蒙冤时才想起法治
杨 涛

从以县委副书记的身份被抓到 “招
供” 受贿， 从一审被判刑11年到重审， 从
上诉到取保候审， 从等待判决到检察院决
定撤诉， 熊祖模感觉自己近三年的经历，
就像坐了一次惊心动魄的过山车。 只是，
过山车至今仍未回到原点 。 三年前被抓
时， 他是贵州省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县
委副书记、 常务副县长， 而今， 他领着县
委副书记的工资， 却无班可上。 （《华商
报》 12月10日）

“长时间不准睡觉、 直面墙壁罚站、 不
给东西吃， 不给药吃， 轮流疲劳审讯、 用
几百瓦大灯烘烤照射、 强迫我光脚站地，
坐 ‘铁椅子 ’、 用冷风猛吹 (时值严冬 )
等手段， 对我进行长达几天几夜的非人折
磨”， 这样的 “待遇”， 竟也落在了一个县
委副书记身上。

这充分说明， 没有法治， 没有将权力
关进笼子里， 滥用的权力同样要威胁到官
员自身， 因为， 面对公权力时， 官员也是
弱者。 熊祖模案并非个案， 安徽蚌埠市东
市区 （现龙子湖区） 原区长助理于英生，

因被怀疑杀妻， 被有关部门刑讯逼供， 还
被判处无期徒刑， 最终无罪释放， 其间遭
受的折磨非常人所能想像 （新华网2013年
12月3日）。 滥用的公权真的没有 “厚此薄
彼”， 它对普通公民和官员， 都是一场梦
魇。 如果权力被滥用， 那么， 官员群体同
样没有安全感。

但是， 某些官员往往在位时不相信法
治， 他们更喜欢绝对的权力。 他们或指示
成立公检法专案组一起办案， 或是让政法
委组织个案协商， 要么就像云南普洱市前
市委书记沈培平一样叫嚣 “举报人抓了，
给他们判刑， 抓错的也要抓， 判错的也要
判” （人民网4月9日）。 也有些官员， 并
没有意识到滥用权力导致的冤假错案。 熊
祖模说， “我当县委副书记时， 对司法机
关很相信， 也没有关注过冤案。 但我自己
的遭遇， 却让我改观了， 后来发现冤假错
案很多”， 只有自身遭受冤枉， 某些官员
才会感同身受， 转而关心法律和他人的遭
遇， “至今我都还有考律师的想法。 我觉
得我国的司法环境很不理想， 造成了很多
冤假错案， 学习法律， 我可以去帮助蒙冤
的人， 无偿帮助。” 这也算亡羊补牢， 但

如果熊祖模在位时有这样的想法， 那么在
完善制度和帮助他人方面 ， 肯定更为有
力。

不过， 即便遭受冤曲， 熊祖模仍然愿
意为官位而放弃法律维权。 他明白， 自己
可以依法提起国家赔偿， 可以追究相关机
关和人员的责任， 但他又说， 只要恢复名
誉、 安排工作、 恢复待遇， 他可以放弃追
责的权利。 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看，
他的选择是明智的 ， 但从社会的角度而
言， 这样的选择无助于推进法治的进步。
一个受到冤枉的官员， 仍然不愿意通过法
律维权， 可见要让官员能真正从内心敬畏
法律和为法律而奋斗有多难。

以往有些官员在位时喜欢滥用权力，
除了内心私欲膨胀， 还有一个原因， 即在
不完善的制度下， 人人都在滥用权力， 一
个人难以洁身自好。 如今， 十八届四中全
会作出了 “依法治国” 的重大部署， 从制
度上进一步为官员遵守法律、 厉行法治提
供了平台和契机 ， 官员就不能再找借口
了 。 别总盯着在位时绝对权力风光的一
面———如果法律保护不了普通公民， 那么
它也难以保护官员。

欣闻嗜赌官员被中纪委通报

严辉文

日前 ， 中央纪委首次 “批量 ” 点
名通报了参赌涉赌干部 ： 重庆市沙坪
坝区山洞街道党工委书记郭卫 ， 天津
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正处级检察员

张宝仁 ， 江西省南城县委常委 、 常务
副县长曹志刚 ，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
市红寺堡区水务局局长周刚 ， 湖北省
襄阳市高新区国土资源分局副局长李

开勤 ， 江苏省无锡市南长区第三机床
厂厂长盛浩民 。 （ 《新京报 》 12月 10
日）

地方官员赌博， 由中央纪委点名通
报， 这一新举措表明了中央严肃纪律、
加强干部作风建设的决心 。 一些官员
嗜赌 ， 已成为官场上由来已久的公开
的秘密 。 官员嗜赌 ， 撇开官员本人素
质不高、 不爱学习、 不热爱工作不说，
也撇开其中个别官员胆大妄为随意提

取各类公款参赌毫无法纪意识不说 ，
似乎公务员严禁赌博的明文规定之类，
从来没有成为这个群体操行评价的硬

杠杠。
某些地区的官场歪风显示， 在某些

圈子中， 评价官员是否赌博， 似乎与评
价官员是否喝酒有得一比。 那些热衷此
道者， 不仅没有得到负面评价， 甚至还

可能因此拿到 “投名状”， 赢得当地官
场较高的满意度。 而不精此道者， 又正
如不喜欢喝酒的干部一样 ， 在一时一
地 ， 说有打入另册的风险 ， 也毫不为
过。

赌官之意不在赌， 在乎拉帮结派。
为了维系赌友之间的 “感情”， 赌官之
间又难免结成利益共同体 ， 而一个相
对稳定的朋友圈 ， 对一个地方官场生
态的侵蚀总是显而易见的 。 最为直接
的伤害就是 ， 他们可能利用赌博机会
搞定一些人物 、 摆平一些事情 ， 甚至
让不该提拔者得到提拔 ， 让不堪重用
者受到重用。

实现 “贿赂便利化” 后， 以打牌为
掩盖， 行贪腐受贿之实， 时下早已不鲜
见。 这大约也是一些心术不正者 “智
慧的结晶 ” 。 在反腐的严峻形势下 ，
行贿者不好直截了当地送财物 ， 受贿
者也不方便伸手去拿赃款 ， 似乎赌博
才是一个皆大欢喜的桥梁和纽带 。 送
的人神不知鬼不觉地送出去了 ， 收的
人再多也敢拿 ， 还不免津津乐道地炫
技。

如今中央纪委点名通报嗜赌官员，
对他们是一次当头棒喝， 不只有利于管
住嗜赌官员的私欲， 也意味着 “赌风污
染政风” 的局面有望得到破解。

有一种吃空饷叫“长期值夜班”
吴应海

12月8日， 有读者反映， 称陕西省
丹凤县园林绿化管理所3名职工入职两
年多 ， 未见他们上过班 ， 其中一人为
丹凤县林业局局长马某的家属。 对此，
该所回应称 ， 这三人是公益性岗位招
聘的工作人员 ， 长期值夜班 。 丹凤县
纪委称将调查此事。 （《华商报》 12月
10日）

所谓吃空饷 ， 就是只拿薪水不上
班 。 在举报者看来 ， 凤县园林绿化管
理所这3名职工， 入职两年多没见他们
到所里上过一天班 ， 干过一天活 ， 却
一样按月领工资 ， 这明摆着就是吃空
饷 ， 所以才愤而举报 。 但管理所领导
辩称， 这3人上的是夜班， 纯属一场误
会 。 想想也是 ， 既然值夜班 ， 白天休
息 ， 晚上才出来巡查市政设施 ， 那同
单位的员工当然看不见他们忙碌的身

影了。
问题是， 如果这三人真的是在上夜

班， 那单位为什么不早点大大方方地公
之于众呢？ 长期值夜班绝对是一件辛苦
的事， 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甚至应该

和值白班的同事们轮岗， 但为何一直秘
而不宣， 直到有人举报才 “抖” 出实情
呢？ 这是不是太不正常了？ 还有， 按照
该管理所负责人的说法， 这3人一周来
单位汇报一次， 平时如果发现问题可及
时电话联系， 既然每周都需要来单位汇
报情况， 为什么其它职工一点也不知情
呢？ 两年多来他们打了多少个电话汇报
工作 ？ 都是打给谁的 ？ 什么时间打的
呢？

根据绿化管理所负责人的介绍， 这
3人值夜班的平均上班时间是5小时， 也
不用到单位报到， 按照划片区管理， 每
名值夜班人员负责各自片区夜间巡查。
至于这些人到底有没有真的履行工作职

责， 由于没有人监管， 谁也不知道。 这
样的工作模式， 上班可来可不来， 完全
处于失控状态， 与吃空饷何异？

其实， 真要查清真相并没有多难，
现在街头巷尾探头多多 ， 你说天天去
上夜班了 ， 走的什么路线 ， 调一下视
频就全清楚了 。 还有 ， 这三人身份特
殊 ， 一人为局长夫人 ， 两人为被开除
的公安干警 ， 他们当初怎么进的园林
绿化管理所， 也须一并说明。

刘铁男的眼泪为谁而飞

胡建兵

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 国家能源局
原局长刘铁男受贿案12月10日宣判， 刘
铁男一审被判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 刘铁男涉案金额3558万余元， 他
在法庭上为自己的堕落痛哭流涕 ， 还
说： “养不教父之过， 我把儿子毁了。”
（中新网12月10日）

曾引发广泛关注、 手握能源重权的
刘铁男， 落马前以傲慢著称， 但此前落
马后进入庭审时就曾 “痛哭忏悔”， 曾
在庭审时陈述： “我每每看到起诉书，
都在反问我自己， 这是我吗？ 怎么会到
今天？ 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 这是哪里
呀？ 我怎么会堕落成这样呢？” 这次宣
判时， 他再次痛哭流涕。 实际上， 在法
庭上喜欢痛苦的落马贪官大有人在， 如
2011年10月， 广州中院对中山市原市长
李启红宣判后， 李启红当庭哭喊 “今天
是我人生最痛苦的一天”； 2010年， 重
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彭长健在法庭上痛

哭6次； 海南东方市原市委书记戚火贵
也曾在法庭上哭了3次， 边哭还边骂自
己 “不是人……” 古语有云 “男儿有泪
不轻弹， 只是未到伤心处”， 落马贪官
们在位时一个个往往十分傲慢， 怎么一
到法庭上就变得那么爱哭了呢？ 他们的
眼泪到底在为谁而流？

很多贪官的眼泪都是为自己而流。
刘铁男在法庭的痛哭流涕是为自己毁了

儿子而哭， 是为自己失去了自由而泣。
刘铁男虽然在最后的自辩环节放弃了

自辩 ， 但他在整个庭审过程中 ， 多次
为能得到从轻处罚而寻找种种理由 ，
却没有为自己因受贿而使国家和人民

财产遭受的巨大损失而真正忏悔 。 据
媒体报道 ， 刘铁男案是一起突出的官
商勾结 、 官员家属牵涉其中的腐败案
件 ， 仅所涉的一起未成功的骗贷 ， 就
险些使两家银行和多家国有企业蒙受

10多亿元人民币的损失 。 这样的贪官
如果真的有良心 ， 在贪污受贿时怎么
不为普通民众想想？

刘铁男贪赃枉法， 将家里人都拖下
了水， 把儿子给 “毁掉” 了， 他为此而
痛哭。 但是， 刘铁男在为自己毁掉儿子
而忏悔而痛哭的同时， 有没有真正为被
自己乱审批的高污染项目伤害的百姓、
被自己毁掉的政府形象而忏悔而痛哭

呢？
应该说 ， 落马贪官都是 “不见棺

材不落泪”， 平时肆无忌惮， 等到了站
在法庭上才想起来 “哭天喊地”、 “痛
哭流涕”。 庭审流泪的贪官， 刘铁男不
是第一个 ， 也绝不可能是最后一个 。
刘铁男为毁掉儿子流下亲情泪 ， 为贪
腐行为流下悔恨泪 ， 为自己的脸面流
下羞愧泪 ， 可眼泪无法弥补其所犯之
罪 ， 眼泪只能警醒某些腐败官员———
若不悬崖勒马 ， 最终只会落得同样下
场。

网民都是热血的，路人都是冷漠的？
王石川

12月5日下午， 在河南南阳通往社旗
县的一辆大巴上， 22岁女孩刘乐 （化名）
在车上遭一男子猥亵。 在女孩反抗并向司
机求救并要求其报警时， 司机没有及时施
救， 导致女孩被犯罪嫌疑人拖下车殴打。
目前， 犯罪嫌疑人王某因涉嫌寻衅滋事被
行政拘留15天。 （《大河报》 12月10日）

面对别人的不幸， 背过脸客观上就成
了帮凶。 当22岁女孩刘乐被5旬男子猥亵
时， 满车乘客中哪怕有一人挺身而出， 哪
怕只是断喝一声， 歹徒也许会有所忌惮，
而不敢那么嚣张———除了猥亵刘乐还抢夺

其手机。 这一幕， 让人想起更令人发指的
场景：

2001年， 一辆长途卧铺班车从川东南
与贵州遵义接壤的古蔺县开往广东东莞，
车上除了3名司售人员， 还载有42名乘客。
途中， 乘客王善雨兽性大发， 竟然如入无
人之境般， 对车上3名女孩强奸5次。 更让
人没想到的是， 卧铺车上有40多名乘客，

还有司机 ， 竟没人站出来制止 （人民网
2002年8月1日）。 尽管王善雨后被判死刑
并领死， 但该事件因过于刺激人心而难以
平息。

十余年过去， 为什么类似事件依然时
有发生？

据刘乐称， 她被猥亵时 “立刻站起，
要求司机报警”， 但该司机没有报警， 大
巴车一直向前开。 司机其实完全没有权力
袖手旁观，因为刘乐购票乘车，即已与司机
和所属运输公司构成契约关系， 而 《合同
法》 规定，“承运人应当在约定期间或者合
理期间内将旅客、 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
点”。刘乐被猥亵以及遭遇殴打，无动于衷
的司机及其所在公司都应承担相应责任。

如此之外， 冷漠的乘客呢？ 有一种说
法是， 对乘客不该道德谴责， 更不能要求
他们奋勇， 毕竟他们有理由担心被报复，
或者一旦见义勇为受了伤， 谁来保障？ 更
有人说， 保护乘客是政府的责任， 最该指
责的是政府部门伸手不及时 、 保障不给
力。 不能说这些说法毫无道理， 但政府再

神通广大， 也不可能防范得了所有犯罪；
见义勇为流血又流泪的例子， 确实也有，
但更多的还是见义勇为被褒扬。 政府力量
触及不到的地方， 我们需要抱团取暖。 比
如在公交车上遭遇了歹徒， 保护受害者的
第一时刻还得靠我们自己， 谁敢担保自己
永远不被攻击？

当然， 政府有责任通过更健全的制度
设计， 激励公众见义勇为， 对见义勇为者
除了精神层面的嘉奖， 更应通过足够丰厚
的物质保障， 免除其后顾之忧。 当正义的
力量集聚起来， 邪恶就会退缩； 当全社会
秉承邪不压正、 嫉恶如仇的价值观时， 那
些歹徒生存的空间就会日益逼仄。 须知，
有时， 冷漠与冷血只有一步之遥， 而沉默
则是冷漠的代名词。

“网民都是热血的 ， 路人都是冷漠
的。 到底是网民从来不上街， 还是路人从
来不上网？” 有网友如此调侃 “键盘党”。
我们确实应该有一颗正义的心 、 勇敢的
心， 在网上敢于义愤填膺， 在线下也热血
沸腾， 何时何地都不让邪恶张狂。

Ｔｅｌ：０１０－６４０９８２１１青年话题2 ２０１4年12月11日 星期四

中青在线： WWW.CYOL.NET

本版编辑 ／张彦武 王钟的

大尺度的“税收优惠”该退场了
邓海建

12月9日， 中国政府网刊发了 《国务
院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

知》， 要求全面清理已有的各类税收等优
惠政策 。 统一税收政策制定权限 ， 坚
持税收法定原则 ， 除依据专门税收法律
法规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
法 》 规定的税政管理权限外 ， 各地区一
律不得自行制定税收优惠政策。 （《每日
经济新闻》 12月10日）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 财税对市场的调
节可以说是最直接的方式。 尤其是在招商
引资的狂飙之年， 哪个地方没几项大尺度
的税收优惠政策， 好像都不好意思去台上

推销自己。 这些年， 一些地方的税收 “土
政策”， 几乎到了撕破脸恶性竞争的地步：
为了示好于资本要素， 全然不顾财政支出
的风险。 此前， 甚至还有招商标语雷倒民
众———“老板怎么安心怎么办”、 “老板怎
么开心怎么办”。 雷人标语的背后， 更值
得反思的， 是地方部门在 “比较优势” 中
削减脑袋朝税收政策 “开口子” 的惯性。

据统计， 2010年和2011年全国因减免
税减少财政收入1.63万亿元和1.51万亿元，
两年间财政收入减少超3万亿元， 区域性
税收优惠是这方面的重要原因。 财政部部
长楼继伟此前更直言， 中国现行税收优惠
政策尤其是区域优惠政策过多， 已出台实
施的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约50项， 几乎覆盖

了全国所有省区市， 有些地方政府或财税
部门执法不严或出台 “土政策”， 甚至通
过税收返还等方式变相减免税收， 制造政
策 “洼地” 以提升投资吸引力。

为什么 “税收优惠” 成了人人爱的看
家武器？ 答案有三：

一是在改革开放初期， 税收优惠确实
创造过发展奇迹。 从经济特区、 经济技术
开发区， 到保税区、 出口加工区， 一系列
多样化的特殊功能区， 在分享税收红利的
同时， 确实以外向型经济推动了地方快速
发展。 尝到过甜头， 难免容易 “上瘾”。

二是税收优惠在招商环境中， 属于最
可以“偷懒”的部分。譬如公共服务水平、交
通设施、人员素质等，提升起来谈何容易，

但税收便利是分分钟可以搞掂的事情。
三是税收优惠成了撒娇哭穷后的 “糖

果”。 这些年， 但凡发展不好的、 需要扶
持的、 体现关照的， 好像都要条件反射似
地在税收优惠上分一杯羹。 结果， 优惠政
策就成了唐僧肉， 越来越混乱无序。

随着市场机制越发成熟 ， 特殊的财
税、 土地优惠措施 ， 反而扭曲了市场机
制和企业行为 ， 长远而言 ， 也损害公共
利益 。 譬如 ， 出口低报和进口高报 ， 可
以使已过减免税期限的外商投资企业处

于亏损或微利状态 。 外资企业借此规避
境外税收， 地方政府可以将外商投资稳
定在本地， 却损害了国家的税基。 因此，
今年6月1日 ， 国税总局已正式实施2014

年减免税统计调查实施方案 。 财政部针
对开发区财税政策执行情况及税收征管

质量的专项检查在近两年也在进行 ， 其
中， 2013年的检查范围覆盖12个省份的62
个国家级 、 省级开发区 。 一个共识渐次
清晰： 大尺度的 “税收优惠” 该清场了。

10月29日， 世界银行发布了 《2015年
营商环境报告》， 指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营商环境更成为经济体兴衰成败的重要因

素。 大到一个国家， 小到一座城市， 税收
便利固然重要， 新常态下， 更重要的， 还
是便利的服务 、 安全的环境 、 稳定的政
策、 公平的法治等环节。 地方税收优惠政
策退场之后， 职能部门也许该坐下来想想
还能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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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A股 人气 被 激
活， 最近不少投资者
拿出网贷的钱去炒股

或者打新股。 专家建
议， 本着 “鸡蛋不能
放一个篮子里” 的投
资原则， 股票类资产
和固定收益类资产都

需要合理配置 。（《新
京报》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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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美经济”不能只见美女不见监管
何勇海

同一项 “世界级选美赛事”， 一模一
样的比赛名称， 却有两家公司争办， 而且
都称具备授权资格。 北京朝阳区法院日前
审理的一起选美冠名权之争， 向世人揭开
选美热内幕 ： 冠以 “世界 ”、 “环球 ” 、
“国际” 的选美大赛不断， 打着 “世界级”
赛事称号， 总决赛多在国内； 多国佳丽实
为冒充， 外籍模特跑场赚钱； 评选规则有
猫腻， 赞助商影响比赛结果 ； 空手套白
狼， 虚构赛事骗商家赞助。 （新华网12月
10日）

近年来 ， 像 “世界旅游小姐大赛 ”
“全球旅游小姐大赛” 等五花八门的选美
大赛， 确实在国内风起云涌， 你方唱罢我
登场。 我国每年举办的选美赛事大大小小

超过100个 ， “选美热 ” 一浪高过一浪 。
随着 “选美风” 愈刮愈烈， 获奖选手却被
公众批为 “越选越丑”、 “滥竽充数”。 如
果此前， 你还以为是美女资源被消耗殆尽
了， 那你就错了， 上述新闻告诉了我们真
相： 那些多国佳丽原来是冒充的， 一些选
手获奖原来是买来的。

如果把层出不穷的选美大赛 ， 当作
“利益 ” 来开发的话 ， 如此开发出来的
“选美经济 ”， 也是不道德的经济 。 要知
道， 当选美大赛可以不选出真正的 “美”，
能够花钱买到冠亚季军， 就会藏污纳垢，
潜规则横行， 比如以权色交易、 权钱交易
换名次， 有些选美大赛甚至沦为给赞助商
等有钱人赤裸裸地选 “二奶”。

沦为 “秀丑大赛” 的选美大赛如若越
来越多， 中国的选美赛事能否健康、 稳健

地走下去， 就会成为让人忧心的问题。 把
选美大赛当作纯粹的赚钱生意做， 或者当
作消费女性美色的 “盛宴” 做， 选美大赛
的质量、 公信力和社会效益显然堪忧。 事
实上， 正规的选美大赛， 对一家企业乃至
于一座城市的经济带动作用是比较明显

的 ， 这取决于选美大赛的公信力 、 认可
度。 将赛事尽量办得专业化、 公平化， 方
才不会偏离正确轨道， 否则就会走上自我
毁灭之路。

选美赛事的主办方自我毁灭， 倒也是
市场淘汰的结果。 其操作的 “秀丑大赛”
给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更不容忽视， 比如
选美佳丽 “没有最丑， 只有更丑”， 靠脱
衣出位、 性感诱人， 不仅是 “劣币驱逐良
币”， 对真正的美女不公， 而且会误导社
会大众的审美情趣。 一些人一味迎合低俗

审美 ， 还会导致一些女孩为争奖不择手
段， 全然忘记了女人再漂亮也需要个人努
力奋斗才能出人头地。 如果此类选美活动
与地方政府的这节那节有关， 还会让政府
部门蒙羞。

因此， “选美经济” 不能只见美女不
见监管 。 有专家说 ， 选美大赛的主管部
门， 主要是文化稽查和工商部门， 但因责
任不明确， 管理存在很大漏洞。 也有专家
说 ， 我国对选美大赛并无明确的上级主
管部门 ， 监管职能是涉及哪个部门的业
务就向哪个部门报批 ， 需要宣传时要向
工商管理部门报批 ， 需要邀请艺人演出
时则要向文化部门报批 ， 而选美比赛自
身是否合法合规 、 承办公司是否具有相
应资质， 没有明确规定 。 这些漏洞亟待
填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