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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不武】

除了经济改革，对

于行政体制改革、

司法体制改革等，

同样要弘扬宽容改

革失败的理念，并

落实到立法层面。

【清风徐来】

“世之奇伟瑰怪非

常之观， 常在于险

远， 而人之所罕至

焉” 。

一位高管的国企改革故事

徐叔衡

中国古代改革家王安石有言

：“

世

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

，

常在于险远

，

而

人之所罕至焉

。 ”

他提出了三个

“

不能

至

”：“

非有志者不能至也

”，“

力不足

者

，

亦不能至也

”，“

无物以相之

，

亦不

能至也

”。

王安石借游览所阐发的人生

哲理

，

对我们深化国企改革也是有启

示意义的

。

中部地区有一家生产电机的小型

国企

，

1991

年被列为内部股份制试点

，

当时企业效益较好

，

每年利润都转增

股本

，

前任董事长试图通过这种方法

，

逐步让职工股获得控股地位

，

以减少

行政干预

。

那时

，

公司没有上市打算

。

然而从

1996

年起

，

公司开始走下

坡路

。

主要原因是前任董事长做了一

个错误决策

，

让全厂

30

多名销售人员

各自成立销售分公司

，

但这些人售出

电机后

，

收到货款不交公司

，

却用这些

货款自行购买公司所需原材料

，

加价

20%

卖给公司

，

从中捞一笔

。

这样一

来

，

企业没有现金流

，

经营成本上升

，

销售渠道也被他们控制

，

公司不能正

常运转

，

陷于亏损边缘

。

若不改革

，

只

有死路一条

。

在困境中

，

市领导出面

，

劝说原在

该公司工作

，

1994

年离开前往发达地

区创业

，

以后又回到本地办厂的一名

高管

，

让他收购公司大部分国有股权

，

回来主政出任董事长

。

新任董事长进厂后

，

遇到很大阻

力

。

一些老职工强烈反对

，

责骂他离开

公司背叛企业

，

自己创办企业生产的

产品同本公司一样

，

抢了公司的饭碗

。

有一次还发生推搡现象

，

新任董事长

被人从楼上推了下来

。

由于对立情绪

严重

，

有一段时间

，

新任董事长不敢走

出家门

，

心灰意冷

。

这时

，

市委书记做

他工作

，

用别的企业改革遇阻的事例

教育他

，

坚定了他的信心

。

但职工仍不

认可

，

甚至罢工

。

经过一番励精图治

，

公司面貌发

生很大变化

。

可职工气未消

，

2000

年

春节前夕

，

公司工会宴请退休老职工

，

有七八个人吃完饭后

，

把嘴一抹

，

又跑

到董事长办公室骂人

，

提出

11

项要

求

，

包括不准开除职工

，

每年职工工资

增长

10%

等

，

现场还发生了推扯

。

董事

长当场就想走人

，

市委书记把他劝住

了

，

并出面与公司党委一起做职工党

员的工作

，

要求支持改革

，

带头改革

。

21

世纪初

，

市里推进职工身份改

革

，

由国企职工改为合同制职工

，

职工

又一次停产罢工

，

新任董事长又一次

遭到围攻

。

前一次是企业转变身份

，

由

国企转为民企

，

在这两次改革中

，

都发

生了停工停产

，

董事长遭到围攻

，

正应

了一句名言

：

改到深处是产权

，

改到难

处是人员

。

新任董事长进厂后

，

始终瞄准资

本市场

，

推进公司上市

。

其时

，

当地社

会和企业内部都不看好

，

认为企业规

模小

，

经营困难

，

小打小闹

，

不可能上

市

，

但新任董事长就是矢志不渝

。

经过

几年的努力

，

公司基本上达到了上市

条件

，

2005

年便提出发行股票申请

，

历时

2

年多

，

终于在

2007

年成功上

市

。

当时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内部职

工股占到

38%

，

远远超过

20%

的规定

。

扫除这个障碍

，

公司做了

2

件事情

，

一

是找文件

，

查依据

，

理清职工股的来龙

去脉

；

二是寻找法人机构收购超出

20%

的部分

。

这两件事颇费工夫

，

光这

就花费七八个月时间

。

寻找职工股收

购机构时

，

许多机构不敢接手

，

认为风

险太大

。

总算找到愿意收购之人

，

当时

要求职工将自己持有的股票卖掉一

半

，

以实现不超过

20%

的规定

，

但有少

部分职工却要全部卖掉

，

还有的说

，

只

给几毛钱一股都卖

，

只要能拿到现钱

，

有的追着人家卖

，

有的职工还找到现

任董事长

，

说如果那个机构不买

，

你就

给我买去

，

急于脱手的心情溢于言表

。

公司股票上市后

，

职工股票升值

20

多倍

，

企业也壮大了实力

。

2007

年

公司刚刚完成首发

，

就遇到

2008

年金

融危机

，

依靠这笔募资

，

缓解了危机对

企业的冲击

。

2011

年

，

公司刚刚定向增

发

，

又遇钢铁行业下滑

，

特种电机市场

萎缩

，

借助资本市场

，

公司不仅克难攻

坚走出困境

，

而且发展步伐明显加快

，

在全国

300

多家中小电机行业中

，

由

一个默默无闻小厂

，

到六项经济指标

排前

3

名

。

企业日新月异

，

职工得到实

惠

，

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

新任董事长受

伤住院时

，

许多老职工前去慰问

，

当面

致谢

。

（

作者为江西证监局前任局长

）

梁山起义败于制度无建树

晋东南

梁山起义的故事起先是说书人口

耳相传

，

后经施耐庵老先生加以艺术

加工

，《

水浒传

》

成为四大古典名著之

一

，

其中情节历来是百姓茶余饭后不

可或缺的谈资

，

宋江

、

武松

、

鲁智深

、

林

冲等众英雄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场景

固然痛快

，

但一提及被招安后的遭遇

不免让人黯然神伤

：

与方腊战役的损

兵折将

，

被朝廷暗算后死的死伤的伤

，

宋江自己也命丧于一杯毒酒

。

梁山最后的结局是被朝廷招安

，

失败了

。

为何失败

？

小说中描述为是宋

江的个人思想所决定的

，

他对朝廷还

是忠诚的

，

只是为了

“

清君侧

”

才不得

不上梁山

，

有机会招安就招安了

。

那

么

，

不招安就能避免失败的命运吗

？

梁

山众人是因为不满当时社会的不公才

上的梁山

，

那么上了梁山之后

，

是否建

立了一套有生命力的和当时社会不同

的制度呢

？

我们从梁山的政治制度和

监察制度来进行考察

，

答案并不能令

人满意

。

首先

，

从决策制度上来讲

，

梁山

的决策机制就是独裁

。

宋江可以说是

一言九鼎

，

说一不二

，

他的决断无论

对错

，

基本没有任何阻碍

，

缺乏监督

。

所以

，

在是否

“

招安

”

一事上

，

尽管林

冲

、

武松

、

李逵等人有不同意见

，

但一

则碍于所谓的兄弟情谊

，

二则是

“

小

弟忠于大哥

”

的愚忠心理

，

三则是缺

乏合理的制约制度

，

宋江的意见得以

成为梁山的行动指南

，

无法纠错

。

一个

机构的决策如果走向一言堂

，

没有任

何制约手段

，

那么这个机构的运行必

然会出问题

。

其次

，

从官员的安排制度上来看

，

梁山的制度建设有根本缺陷

。

梁山高

级官员的行政级别本应根据战功及其

他功绩来定

，

实际上宋江却采取了神

秘主义的方式

，

搞出了

“

忠义堂石碣受

天文

”（

第七十一回

）

的名堂

，

一个机构

的人员安排建立在神秘主义之上

，

其

实质不过是任人唯亲的翻版

，

那肯定

是走不了多远的

。

你今年可以搞出一

块石碣

，

那过两年有人又搞出什么

“

铜

牌

”

来也不是不可能

。

再次

，

从对高层领导的监察制度

来看

，

梁山也做得一塌糊涂

。

第七十三

回

《

黑旋风乔捉鬼

，

梁山伯双献头

》

里

讲述了荆门镇刘太公错告宋江抢其十

八岁女儿的事情

，

最后是以当面指认

的方式为宋江洗脱了罪名

。

但从制度

上来说

，

起码有几个缺陷

：

其一

，

梁山

干部的违纪问题缺乏正常的检举渠

道

。

若真是宋江所为

，

如若不是被嫉恶

如仇心直口快的李逵偶尔碰上

，

永远

没有解决的机会

；

其二

，

缺乏回避制

度

。

宋江本身是被检举的人

，

却直接参

与了案件的处理

，

跟着下山去对质

。

即

使按照辨认来说

，

也不符合程序

，

要真

是宋江干的

，

刘太公哪敢当面指认

。

按

通常的程序正义的要求

，

被检举者本

人要回避

，

由梁山指派其他人员处理

此事

。

所以

，

整个事件虽然解决了

，

但

是它的解决是建立在宋江的个人品德

上的

，

没有在制度框架内

，

这本身就是

极不可靠的

。

从某个角度来看

，《

水浒传

》

描述

的两个看似不同类型的制度

，

即上梁

山前的制度和上梁山的制度

。

仔细探

究下去

，

两种制度都存在缺陷

，

前者是

高级官员

、

基层司法

、

基层社会管理制

度均存在无法弥补的缺陷

，

因而导致

社会出现危机

；

梁山看似建立了一种

新的秩序

，

但仔细考察

，

其在制度建设

上也没有什么好的建树

，

因而必定归

于失败

。

（作者系深圳作家、文化学者）

【南腔晋调】

梁山高级官员的行

政级别本应根据战

功来定， 实际上宋

江却采取了神秘主

义的方式。

【缘木求鱼】

只要下决心， 打老

鼠办法有的是。

宽容失败要从口号落实到法律制度

刘武俊

5

月

21

日

，

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

国务院常务会议

，

会上

，

李总理鼓励创

投引导资金要更多投向创新企业起步

成长的

“

前端

”，

要宽容失败

，

为创新尝

试者提供最大的支持和保障

。

李总理的宽容观充分体现了对人

民群众首创精神的尊重

，

彰显了改革

大时代政府首脑的豁达

、

大度和英明

，

为创新企业撑开了保护伞

，

为创新尝

试者吃下了定心丸

。

希望宽容失败逐

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氛围

，

更希望

将宽容失败的理念真正落实到制度乃

至法律层面

。

俗话讲

：

不以成败论英雄

。

诚然

，

改革创新不可能一帆风顺

，

胜败乃兵

家常事

，

而失败也是成功之母

。 “

只许

成功不许失败

”，

是有悖科学的主观唯

心主义

，

是不负责任的长官意志

。

貌似

英雄气概

，

实则严重束缚改革者的手

脚

，

给改革者增加了巨大的无形压力

。

解放思想

，

就需要我们宽容失败

，

树立

正确的改革成败观

，

应当允许改革失

误失败

，

不允许不改革

。

允许改革就要

允许改革可能遭受的失败结局

。

充分

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

允许和宽

容改革失败

，

不能只是寄托于个别英

明的领导

，

不能止于文件和口号

，

而要

将宽容的理念真正落实到法律制度

上

，

营造一种宽容改革失败的制度环

境

。

立法者要为改革者营造崇尚成功

、

宽容失败的环境

，

免除改革者的后顾

之忧

，

给改革者

“

试错

”

的机会

。

近年来

，

不少地方都倡导宽容改

革失误者

，

深圳

、

上海

、

杭州等地甚至

以地方立法的形式为改革试错保驾护

航

。

今年年初由杭州市人大常委会通

过的

《

关于促进改革创新的决定

》

开始

施行

，

该

《

决定

》

明确提出保障改革创

新

，

宽容改革创新失误

，“

因法律

、

法

规

、

规章的修改或者国家政策调整等

不可抗力原因

，

导致改革创新工作未

实现预期目标的

，

决策

、

实施单位和个

人不承担相关责任

。

改革创新工作未

能实现预期目标

，

但有关单位和个人

依照规定程序决策

、

实施

，

并且勤勉尽

责

、

未牟取私利的

，

对有关单位和个人

不作负面评价

，

不追究有关个人的相

关责任

。”

这里的

“

不作负面评价

”

体现

了相当程度的宽容

。

早在

2006

年

，

深

圳市就制定了

《

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创

新促进条例

》，

用刚性的法规鼓励改革

创新

，

宽容改革失败

，

该条例在国内首

创地明确规定

“

只要改革创新方案制

订程序符合规定

,

个人或单位没有牟

取私利

、

没与其他单位或个人恶意串

通

,

即使工作发生失误

、

改革创新未达

到预期效果甚至造成一定损失

，

有关

人员可予免责

。 ”

2013

年

6

月

，

上海市

人大常委会也出台

《

关于促进改革创

新的决定

》

的地方性法规

，

立法宽容改

革试错

。

当前

，

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战阶段

，

不少领域的改革创新实践都不同程度

地存在改革创新动力不足

，

满足现状

、

害怕风险

、

利益羁绊

、

观念陈旧等突出

的问题

。

解决改革创新动力不足问题

，

立法宽容改革失败或许是最见效也最

持久的对策

。

需要指出的是

，

除了经济改革

，

对

于行政体制改革

、

司法体制改革等其

他领域的改革创新

，

同样要弘扬宽容

改革失败的理念

，

并落实到立法层面

。

目前

，

简政放权的行政体制改革已经

进入攻坚阶段

，

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

也已经启动

，

同样需要从制度层面践

行宽容改革失误失败的科学理念

。

当然

，

宽容改革失误要有底线思

维

，

宽容改革失误者的底线是不能以

权谋私

。

允许改革失败的同时要充分

总结改革失败的教训

，

并且决不允许

别有用心的人将允许改革失败作为以

权谋私

、

乱作为

、

搞腐败的借口

，

不能

无原则地豁免责任人应负的刑事民事

法律责任

。

任何地方性法规无权规定

也无权豁免责任人可能承担的刑事和

民事法律责任

。

（

作者系司法部《中国司法》杂志

总编

）

老鼠仓的魅力

木木

据科学家研究

，

人类的基因与老

鼠的基因非常相似

，

相似的程度甚至

已经达到惊人或惊鼠的地步

，

两者相

同的基因竟高达

99%

！

仅仅因为

300

条特色基因的不同

，

人类才有幸免于

沦落入鼠界

。

这种研究结果

，

让人在

长舒一口气的同时

，

大概也难免有些

沮丧

，

因为老鼠的形象和名声实在过

于猥琐

，

似乎完全不应该与人有什么

摘拣不清的瓜葛

。

不过

，

科学家的研究大抵是错不

了的

。

除了在基因表现上出奇相似

外

，

在许多行为举止上

，

人鼠之间竟

也颇有共通之处

。

比如

，

两者都爱群

居

，

在族群里

，

个体之间的关系复杂

而且微妙

，

有竞争也有合作

，

既有温

情脉脉的一面

，

也绝少不了残酷血腥

的场景

。

再比如

，

两者都很喜欢

“

占

有

”，

有的人

，

买了一套房后想二套

，

买了二套房后想别墅

，

挣了

100

万后

想

1000

万

，

挣了

1000

万后想

1

个

亿

，

在孜孜以求

、

永无止境的劲头儿

上

，

老鼠也绝对够得上一个狠角色

，

与人有得一拼

。

养过仓鼠的人都知道

，

仓鼠不但

能吃

，

而且擅长储藏

。

即使在食物十

分充足的情况下

，

在大吃的同时

，

仓

鼠们还会拼命把食物搬运到秘密地

点小心翼翼地储藏起来

。

虽然有心理

准备

，

但每次清洗仓鼠笼子的时候

，

仍不免会被这些小东西气到

，

在笼底

的角落里

、

锯末下面

，

仓鼠们的食物

储量总会给你留下极为深刻印象

。

笼

子清洗后

，

重新铺好锯末

，

这些小鼠

儿重新回家后

，

马上一副惶惶不可终

日的样子

，

东翻西找

，

气性大的

，

还会

发了疯一样

，

在锯末里窜来奔去

……

然后

，

下一个储藏季又重新开始

。

食物充足的时候尚且如此

，

食物

匮乏的时候

，

就更变本加厉

，

如果匮

乏的时间长了

，

就一定会发生鼠相食

的鼠间惨剧

。

大约是遥远年代的饥荒

印记早已深深烙刻在基因深处的原

因吧

，

老鼠们就难免活得很累

，

活得

很可怜

，

真是

“

进亦忧退亦忧

”，

短短

的鼠生岁月

，

几乎就没有快乐的时

候

。

当然

，

这是从人的角度看过去得

出的印象

，

就难免颇有些

“

子非鱼

，

安

知鱼之乐

”

的味道在里面

，

或许鼠类

们就真的有不同于我们的认知吧

，

没

准

，

它们就偏偏认为

，

偷吃

、

搬运

、

贮

藏的过程

，

很是其乐无穷呢

！

角度不同

、

高度不同

，

看到的东

西就一定不同

。

鼠类的这些习性

，

在

人类看来就很有些可笑

；

但作为鼠类

的

“

亲戚

”，

有些人身上也难免沾染上

这位

“

亲戚

”

的嗜好

。

比如

，

像鼠类那

样偷吃

，

像鼠类那样贪得无厌

，

像鼠

类那样把

“

金银财宝

”

藏在各种匪夷

所思的地方

，

像鼠类那样蝇营狗苟

、

惶惶不可终日

……

如此看来

，

也难怪

科学家要说人鼠之间确实存在亲戚

关系了

。

如果冥冥之中确实有神灵

，

那么他眼中的这些人

，

大约与人眼中

的老鼠一样

，

也实在是可笑得很

。

不过

，

囿于自身的境界

，

这种感

受

，“

老鼠们

”

是不会体会到的

，

在宿

命的支配下

，

或者说在基因里的远古

记忆的支配下

，

他们孜孜不倦地践行

着自己的使命

，

不舍昼夜

，

很有些赴

汤蹈火

、

舍我其谁的气概

。

如果这种

追求不伤及他人

、

不妨害社会秩序

，

其他人还真没资格对这种爱好说三

道四

，

但不幸的是

，

对私欲的无厌追

求

，

一定会对他人

、

对社会造成伤害

。

因

此

，

当这些人沉醉于鼠类的习惯而不能

自拔的时候

，

就需要有人对其当头棒

喝

，

而不能指望他能人心发现

。

中国资本市场自建立始

，

就存在

“

老鼠仓

”

的问题

。

大约

“

老鼠仓

”

的魅力

确实大

，

许多

“

鼠儿

”

不但自己乐在其

中

，

发展到最后

，

甚至拉帮结派起来

，

啸

聚市场

、

横行无忌

。

其间

，

虽偶有偷吃的

“

老鼠

”

被抓住

，

但显然没产生吓阻作

用

，

以致一年年下来

，“

老鼠们

”

越发地

有恃无恐起来

。

市场发展到今天

，

再不

抓

“

老鼠

”，

人在这里就呆不下去了

。

而

没有人的参与

，

发展市场的一切宏图愿

景就只能是镜花水月

。

因此

，

打

“

老鼠

”、

深挖

“

老鼠仓

”

就

一定是大快人心之举

。

至于具体的办

法

，

只要下决心

，

办法有的是

。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