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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不武】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

治手段推进京津冀

一体化， 可以最大

限度地降低决策失

误风险。

【庄周梦蝶】

如果无幸获得擢

升， 办公室里每天

捧着茶杯逛论坛的

老同志便是当下年

轻公务员的明天。

公务员的皮子与里子

周凯莉

在狂飙突进的大时代

，

所有个体

都是渺小的存在

，

就像走在北京的王

府井

，

人流摩肩接踵

，

一股看不见的力

量不断地推动你往前走

，

可恍然回首

，

却不知道竟是为了什么在奔波劳碌

。

想来我的朋友七公也有类似的感

受

。

在南国的阳光下

，

他喝着一杯摩

卡

，

轻描淡写地告诉我

：“

我辞职了

。 ”

乍听此言

，

我是惊讶的

，

毕竟

30

刚出

头的他在热门机构的公务员系统耕耘

了近

10

年

，

具备了一定的晋升条件

。

但稍加琢磨

，

我便释然了

，

从小浸淫在

小城市机关大院里的我

，

对公务员这

一职业的无奈和心酸毕竟深有体会

。

谈话的末尾

，

七公激烈地反问

：

“

扒下公务员这层皮

，

你还是什么

？”

这

一问题大概也是许多年轻公务员午夜

梦回之时的扪心自问吧

。

但真正下决

心

“

扒下这层皮

”

的公务员

，

可谓少之

又少

，

以至于某证监局局长下海办了

一个农场

，

也成为爆炒一时的热闻

。

经历过公务员考试的人都知道

，

相比高考

，

这是内容更为繁琐

、

竞争更

为激烈的考试

，

千军万马走一条摇摇

欲坠的独木桥

。

特别是在经济大环境

欠佳时

，

这一条独木桥在公众看来

，

更

是闪闪发光的

“

康庄大道

”。

能够考进

公务员系统的

，

大多是这个国家的精

英人士

，

他们不仅具备光鲜的学历

，

也

具备和这个体制相匹配的思维模式

。

有幸进入公务员系统的年轻人

，

首先要做的是调试自己

，

收敛锋芒

。

我

曾有一个潮男同学

，

毕业后在北京某

乡下当乡长

，

他上任所做的第一件事

情

，

就是告别时尚服饰

，

换上公务员的

职场装

，

比如大背头

、

短袖白衬衫

、

黑

色西裤以及米黄色夹克衫

。

在初入体

制的几年里

，

除了具备特殊背景的少

数人之外

，

大多数公务员都必须忍受

仅供糊口的低薪

，

当然

，

隐性福利也是

存在的

，

只是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

多

。

写材料

、

改报告

，

是所有年轻人需

要忍受的日复一日的重复劳动

。

而一

些官场恶习

，

比如喝酒

、

迎来送往等

等

，

也是避免不了的

。

出身

、

后台

、

机遇

更是硬通货

。

若是情商不够

，

可能导致

很长时间都无法融入职场文化

，

升职

往往遥遥无期

，

内心的煎熬更是不足

为外人道

。

所以

，

有调查称

，

中国的公

务员是压力最大的职业之一

，

罹患抑

郁症

、

躁狂症的比例相当大

。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

公务员身份

似乎对实现个人价值增益不多

。

撇开

灰色地界不谈

，

从经济价值上来讲

，

依

靠本职收入

，

一个普通的公务员要实

现财务自由基本上是空想

。

从社会学

上来看

，

个人价值的实现指个人的人

生实践活动对社会所具有的意义和作

用

，

而个人价值的源泉在于个人的创

造性活动

。

以此为尺度来参照

，

公务员

在系统里所做的事情

，

比如写材料

、

改

报告

，

乃至参与制定国家方针政策等

等

，

的确让他们在体制内得到了肯定

，

并为体制的完善做出了贡献

，

但对个

人价值的提升来说

，

似乎并不存在显

性的效果

———

从撰写充满特定语言规

则的材料中能得到多大的裨益呢

？

对

此大家心知肚明

。

不难想象

，

十年后

、

二十年后

，

如果没有足够的才能和幸

运获得擢升

，

办公室里每天捧着茶杯

逛论坛的老同志便是当下年轻公务员

的明天

。

正如七公所说

，

看不到希望

，

是年

轻公务员在当代最为现实的迷惘

。

在

一个相对封闭和独立的系统里待久

了

，

如同温水里煮的青蛙

，

有一份想出

去看看的心

，

但似乎却失去了足够的

勇气去面对室外突如其来的暴风骤

雨

。

寻求安稳

，

是人性最本能的选择

，

失去了体制的庇护

，

扒下了公务员这

一层皮

，

就等于失去了人生最初的设

定

，

肉体与精神或将陷入双重的否定

。

不过

，

全盘否定总归是不理智的

，

在当

下的中国

，

若论起妥协的技巧

、

平衡的

艺术

，

还没有其他任何一份职业能比

公务员让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学得

更多

！

（

作者为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观察员

）

运用法治思维推进京津冀一体化

刘武俊

“

京津冀一体化

”

已经成为舆论热

议的热门话题

，

甚至规划尚未出台

，

楼

市已经预热火爆涨声一片

。

笔者认为

，

京津冀一体化既需要政策引导

，

同时

也需要立法促进和法治保障

，

京津冀

一体化其实也是立法同行

、

立法推进

和立法保障的法治化

。

京津冀一体化的实施必然伴随着

产业

、

户籍

、

公共服务等方面一系列重

大决策

，

并会出台一系列设计三地区

域内公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政策

。

按照

依法行政原则的要求

，

重大行政决策

必须实现公开化

、

程序化和民主化

，

必

须保证相关决策信息充分公开

，

发动

公众广泛参与决策和监督决策过程

，

要广泛征求专家学者和公众的意见

，

必要时可举行决策听证会和上网征求

民意

，

坚决避免搞闭门造车

。

涉及京津

冀一体化的任何重大政策的决策过程

都应该公开透明

，

按照法定的程序进

行决策

，

在正式出台前要尽可能先搞

民意调查广泛征求民意

，

政策出台后

要及时回应公众质疑

，

必要时适时调

整政策

。

建议有关部门专门制定

“

京津

冀一体化重大行政决策条例

”，

按照依

法行政的原则健全京津冀一体化行政

决策的程序保障机制

，

将京津冀一体

化重大行政决策纳入法定程序的轨

道

，

坚决避免个别领导拍脑袋式决策

、

政策朝令夕改或部门利益垄断式决

策

，

同时要健全重大决策的问责机制

，

依法严格追究重大决策失误

、

以个人

意志或者部门利益干扰科学决策以及

决策过程中相关违法行为的责任

。

备受关注的京津冀一体化规划不

应仅仅是政策性文件

，

还需要通过立

法上升为权威的法规

，

如可以由国务

院出台专门的

“

京津冀一体化规划条

例

”，

京津冀三地可制定地方性法规性

质的一体化规划实施办法

。

重视一体

化规划立法

，

可以避免一体化规划在

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随意性和朝令夕

改

，

不受行政因素和京津冀领导班子

更迭的影响

，

使得一体化规划的实施

更加有力和顺畅

。

京津冀一体化的重心之一是促进

经济协作和产业发展

，

既要出台有关

产业扶持政策

，

也有必要制定专门的

“

京津冀经济协作和产业发展促进条

例

”，

以法规的形式为京津冀经济协作

和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

公共服务一体化是京津冀一体化

的题中应有之义

。

京津冀一体化

，

意味

着北京的住房

、

养老

、

医疗

、

教育等某

些公共服务将要转移到周边的冀津地

区

。

事实上

，

近年来河北已经在逐渐承

接北京的部分医疗

、

教育包括高教资

源的转移

，

随着京津冀一体化的启动

，

公共服务的一体化

、

公共服务资源的

重新配置将进一步加速

。

加强公共服

务一体化立法

，

适时出台

“

京津冀公共

服务一体化条例

”，

将从法律层面有效

推进京津冀公共服务一体化进程

。

京津冀一体化亟待加强联防联控

治霾的专项立法

。

国务院的

《

大气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

》

提出将对京津冀

、

长三

角

、

珠三角等大气污染较严重区域进

行重点防治

，

并探索建立联防联控机

制

。

建议将京津冀联防联控治霾的立

法尽快提上议事日程

，

抓紧时间对就

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治理的联防联控

进行调研

，

尽快制定出台

“

京津冀联防

联控治理大气污染条例

”，

以立法的形

式确立京津冀联防联控治理大气污染

的协同机制

，

依法明确京津冀三地在

联防联控大气污染方面各自的职责范

围及相应的法律责任

。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推进京

津冀一体化

，

未雨绸缪重视京津冀一

体化立法工作

，

推进京津冀一体化的

法治进程

，

有利于将京津冀一体化纳

入法治轨道

，

实现政策引导和法治保

障的有机统一

，

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

京津冀一体化的决策失误风险和减少

一体化实施的障碍

，

同时也可以为国

内其他地区的类似区域协同发展提供

值得借鉴的法治范本

。

（

作者系《中国司法》杂志总编

）

官员财产申报漏洞岂止“表格不够”

今纶

广东官员曝财产申报漏洞

，

房产

信息难如实上报

。

有官员告诉记者

，

申

报表格中有一项要求申报房产信息

，

表格仅设置

3

到

4

行可填住房数量

，

但他的住房并不止三四套

，

后来按照

领导指示

，

只填了一处

。

我们当然可以说这位官员很矫

情

，

但是制度存在漏洞

、

存在需要改进

的细节则是事实

。

广东省要求官员填

写财产申报表

，

以前只涉及副处以上

官员

，

从今年开始

，

副科级以上官员也

被纳入登记的范围内

。

这貌似是进步

之处

，

但是进步的意义实在有限

。

从源

头上来说

，

因为表格设置的问题以及

其他技术性问题

，

已经让财产申报大

打折扣

，

官员们自然深谙其妙

，

于是在

这个基础上自己再打个折扣

。

如此一

来

，

财产申报制度的震慑力已经大减

，

大概只剩下装饰的意思

。

再加上中国

内地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并不对外公

布

，

那么

，

官员对此就更不放在心上

了

，

只是走个过场而已

。

那么

，

有没有不对外公布也可以

起到震慑作用的例子

，

确实有

，

新加坡

就是如此

。

新加坡每一位公务员在被

聘用时

，

要填写财产清单

、

到法院设置

的公证处接受审查并由指定的宣誓官

签名

。

每年

7

月

1

日

，

则须填写个人财

务表格

，

写明自己的财务状况

。

各部门

对每份财产申报表进行审核

。

如果发

现有财产来源违法问题

，

就立即交送

反贪污调查局调查

。

不过

，

新加坡的所

谓

“

不公开

”

是建立在整个反腐体制非

常廉洁高效的基础之上的

，

离开这个

体制

，

这种

“

不公开

”

肯定会成为腐败

的藏身之地

。

相比之下

，

中国内地显然还不具

备如此完备的体制

，

因此

，

向社会大众

公开其实是一个必然的选择方向

。

通

过公众施加的舆论监督压力加速清除

腐败

，

理应会取得显而易见的效果

。

前

述新闻就佐证了笔者的判断

。

另外

，

有

谁听说过中国内地官员因为申报财产

不实被处分甚至被开除公职的吗

？

笔

者孤陋寡闻

，

至今未见一例

。

这才是症

结所在

，

既然只是游戏

，

官员们自然不

会当真

，

有

10

套房子也写成只有一套

其实是最理性的选择

。

类似

“

表格不够填

”

的问题是纯粹

的技术问题

，

完全可以通过改进在短

时间内解决

，

比如可以选择网上填报

，

也可以

“

另外附纸填写

”。

技术问题根

本不是问题

，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填报

的内容是否属实

，

如果不属实应该怎

么办

，

执行是否能到位

，

以及如何迈出

对大众公开这一步

。

广东比邻香港

、

深圳

、

广州等城市

更是经常喊出

“

向香港学习

”

等等口

号

，

那么

，

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方面何

不更多地学习香港呢

？

香港从上世纪

70

年代就开始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

度

，

至今已经超过

40

年

，

从表格制作

到后期的公开程序

，

都有现成模板可

以复制

。

任何人登录港府行政会议的

官网都可以看到梁振英的财产申报结

果

。

媒体

2012

年

8

月的报道显示

，

港

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拥有

8

处

房产居于榜首

，

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

拥有

6

处房产排名第二

，

未见市民因

为他们房子多而痛骂他们贪腐

。

这就

是制度的力量

，

这种制度也已经内化

为一种日常的管理

。

香港的廉洁自然

不仅仅依赖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

包

括廉署在内的一系列制度设计保证了

其能够形成体系正常运转

，

但是官员

财产申报制度确实是其中至关重要的

一环

。

相比香港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上

的稳步迈进

，

内地仍然是蹒跚学步阶

段

，

这个阶段是否已经太长

？

诚然

，

内

地与香港有某些不同

，

现实情况确实

也有太多需要妥协的因素

，

但是推进

试点总是可以吧

。

去年年初

，

官方曾确

认广州南沙区将推进领导干部财产申

报公示制度

，

时至今日

，

仍无下文

，

也

是一种遗憾

。

官方无需重申

“

香港

16

万公务员

中

，

只有

3100

多名在重要岗位上的公

务员要进行财产申报

”

这一类常识

，

公

众更愿意看到的是

，

内地各级政府在

官员财产申报之路上的扎实推进和细

节

、

程序执行到位

。

（

作者系广州政经评论人士

）

斯诺登，国家公敌还是网络英雄？

李劲

2013

年

，

发生了很多事

，

但从对

全世界的影响而言

，

斯诺登的事儿最

大

，

影响深远

，

余韵未绝

。

2014

年

2

月

19

日

，

斯诺登当选苏格兰知名学府格

拉斯哥大学校长

，

校长是一种名誉

，

由

大学生投票选举

，

斯诺登欣然接受

。

此

前

，

他还获得了褒奖情报界正直人士

的

“

萨姆

·

亚当斯

”

奖

，

甚至获得了诺贝

尔和平奖的提名

。

2013

年

6

月

9

日

，

美国前特工人

员斯诺登在香港曝光

：

2007

年始

，

美

国政府开展一项秘密情报监视计划

，

叫作

“

梭镜计划

”，

这是美国总统情报

的最大来源

，

参与该计划的公司包括

多家赫赫有名的互联网公司

，

比如微

软

、

雅虎

、

谷歌

、

Facebook

、

YouTube

以

及苹果等

；

美国自

2009

年以来就开

始潜入世界各地政府官员

、

企业以及

学生的电脑系统进行监控

。

斯诺登这

个曝光震惊了世界

。

事实上

，

斯诺登

曝光出来的内容只是冰山一角

。

有人

期待他说出更多

，

有人则恨不得杀他

灭口

。

“

梭镜计划

”

曝光事件发生当天

，

美国总统奥巴马指出

，

政府的监控项

目在安全和隐私两者之间寻求平衡

，

并由国会和法院密切监督

。

奥巴马说

：

我们不能在保证

100%

隐私的情况下

保证

100%

安全

。

冷战之后

，

美国一枝独秀

，

当上全

球霸主

，

很牛

。“

911

”

事件后

，

美国携着

悲情不宣而战

，

开辟了

“

打击全球恐怖

主义

”

的新战场

：

网络战场

。

针对一切

潜在的敌人或对手

：

公民

、

组织或国

家

。

美国是互联网技术的发源地

，

在网

络战中占尽了资源和优势

，

比军事优

势更强大

。

斯诺登事件让各国看清了

美国的价值观

，

谁是美国的自己人

，

谁

是普通朋友

，

谁是竞争对手

，

谁是敌

人

。

敌人必须监控

，

朋友也要监控

，

国

内更需监控

，

差异表现在不同监控方

案上

。

美国前总统里根有一句名言

：

你

让我信任你

，

就得让我监听你

。

美国的

网络监控系统远远超出了反恐的需

求

。

在国家利益的驱使下

，

在最高机密

遮蔽下

，

在没有有效监督下

，

怎么能确

保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之间的边界

、

不同政治利益的边界

、

不同民族利益

的边界

、

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之间的

边界

，

都被很好地划分

？

现在

，

不管是

美国的朋友

，

还是美国的敌人

，

都在忙

于网络国防

，

在互联网的世界中建造

自己的城池

、

堡垒

、

战壕和武器

。

全世界通过数千年的血腥战争

，

逐步固化了国家的边界

，

实现了和平

，

互相贸易

，

在商业规则下进行竞争

。

但

互联网时代到来

，

带来了新的文明冲

突

。

经济学家喜欢用

“

南美洲的一只蝴

蝶扇动翅膀

，

在亚洲激起一场风暴

”

来

形容经济的全球化属性

，

其实上

，

在现

实生活中

，

这是小概率事件

，

很难发

生

，

借助互联网的力量

，

风暴却可以瞬

间发生

。

一百年前的一个国家领导人

的叛逃也不会带来比斯诺登更大的影

响

。

开放的互联网成为推动社会改变

的力量

，

它让好的国家更强大

，

同时让

坏的国家更危险

，

阿拉伯之春的殷鉴

未远

。

有一句西谚

：“

穷人的草房

，

风可

以进

，

雨可以进

，

国王不能进

。 ”

个人的

财产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

。

现在

，

我们

在网络世界中建起自己的空间

，

如同

一座小屋

，

以为是自己的家

，

是私密

的

，

风

、

雨

、

国王都不能进

，

实际上

，

风

雨不能进

，

很多人可以随便走进来

，

甚

至外国人

，

坐在幽暗的角落

，

看着你

，

或走过来

，

copy

你的网盘

，

这岂不令人

烦恼

？

斯诺登事件踢破了一个真相

：

在

互联网时代

，

国家无所不知

，

所以他成

了国家公敌

，

还好国家在这个时代并

非无所不能

，

所以

，

他还活着

，

领大奖

，

见爸爸老斯诺登

。

美国在痛定之后

，

正

在改革

，

各国都在改革

，

大家要建立新

的网友关系

，

让互联网世界更安全

，

更

美好

。

斯诺登

，

真英雄

！

（

作者系深圳企业管理人士

）

【广深今谈】

官方曾确认广州南

沙区将推进领导干

部财产申报公示制

度，时至今日，仍无

下文。

【言无不劲】

各国都在改革，大

家要建立新的网友

关系， 让互联网世

界更安全，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