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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商话】

即使是在晚明，维护

纪纲的章法也还没

有坏到不可收拾的

地步。

西门庆有没有工作餐

黄波

近 日 收 到 王 国 华 先 生 主 编 的

《

2014

中国杂文年选

》，

随手一翻就看

到了一篇有趣的文章

《

西门庆不吃工

作餐

》。

“

工作餐

”

这东西

，

近年来颇有好

事者考证

，

但因为史料来源不一和考

证者不同的角度

，

答案常常让人困惑

。

如有一篇文章中说

，“

古代工作餐叫

‘

公膳

’，

东周人吃过

，

最开始是配给令

尹

（

相当于宰相

）

子文吃的

。

子文这人

肠胃不好

，

上早朝就饿

，

精气神不足

。

楚成王不忍心

，

每天都为他准备点熟

肉干粮做零食

。 《

左传

》

记载

，‘

公膳日

双鸡

’，

说明春秋时期

，

卿大夫们的工

作餐标准不低

，

每顿饭都有两只鸡

”。

其实无论是楚王一时的善意

，

还是专

门规定了一个

“

公膳日

”，

类似资料似

乎都无法证明公职人员享用工作餐已

成为制度

。

相反

，

史料倒是显示

，

直到东汉

，

工作餐还没有成为定制

。 《

后汉书

》

记

载

，

汉明帝有次巡夜尚书台

，

看见某值

班人员半夜吃糟糠充饥

，

大为震动

，

翌

日下诏

：

今后尚书台官员值夜

，

均由朝

廷供应夜宵和早餐

，

并提供被褥枕头

及服务员两名听候使唤

。

有人在引用

这条资料后下判断曰

：“

从此

，

古代的

公务员们就开始有了

‘

免费的早餐

’。”

这个判断未免太胆大了一点

，

汉明帝

所下的明明是一道特旨

，

从这道圣旨

中受益的明明也只是尚书台值班的官

员

，

如何能够旁及其他

？

严格意义上的工作餐制度应确立

于唐朝

。

唐太宗励精图治

，

和大臣们讨

论决策的事务太多

，

决定延长朝会的

时间

，

早朝时间约在凌晨

5

至

7

点

。

由

于大臣们奔往朝堂的时间太早

，

会议

时间又相当久

，

势必造成误餐

，

唐太宗

遂

“

聊备薄菲

”，

这意味着参加朝会的

官员都可享受一顿免费的

“

朝食

”。

到了

《

金瓶梅

》

所描写的晚明时

代

，

工作餐制度如何

？ 《

西门庆不吃工

作餐

》

一文开始就写道

：“

西门庆官至

山东提刑所掌刑千户

，

这官应该说是

买的

，

说是跑的也行

，

反正来路不正

。

不过遍翻

《

金瓶梅

》，

西门庆在上班之

余

，

比如中午

、

晚上

，

基本都在家里吃

饭

，

或者自己请客

，

或者被人请

，

很难

一见吃工作餐的身影

。”

西门庆为什么

不吃工作餐

，

作者的答案是

，“

他不是

京官

，

没资格参加朝会

，

享受不到工作

餐福利

。 ”

西门庆不吃工作餐

，

原因是他吃

不到工作餐

，

没有吃工作餐的资格

，

这

个推断没有问题

。

但西门庆吃不到工

作餐是否就因为他不是京官不能参加

朝会

？

按此推理

，

在晚明

，

只要够格参

加朝会的京官就都可以享受免费工作

餐了

，

实际并非如此

。

先看一段

《

明史

》

的记载

。

按朝廷

制度

，

内阁辅臣日给酒馔

，

共食之

。

嘉

靖朝的辅臣夏言因为家资富厚

，

要求

朝廷不必为他准备饭食

，

自携酒肴甚

丰

，

器物皆用金

。

而另一位辅臣严嵩则

食官家所供

，

草草而毕

。

二人对案而

食

，

拥有佳肴的夏言

“

不以一匕及嵩

”。

这段记载十分生动

，

夏言的霸道和严

嵩的虚伪皆历历可见

。

更重要的是

，

从

中可以看出晚明工作餐的端倪

。

“

日给酒馔

”，

似乎晚明京官们都

有享受工作餐福利的资格

，

但不要忘

记夏言和严嵩都在内阁辅臣高位上这

个事实

。

明朝的辅臣即大学士

，

相当于

宰相

，《

明史

》

中强调内阁辅臣日给酒

馔

，

岂不等于告诉人们

，

晚明时代辅臣

之外的其他大臣无法得到同等的待遇

？

和其他资料参证

，

也可以得出相似的

答案

。

根据

《

明会要

》，

明初

，

朝廷对参

加朝会的官员有

“

赐食

”

制度

。

但由于

支出浩大

，

有资格吃到工作餐的大臣

日见其少

，

直到明英宗时期

，

工作餐制

度已基本废除

，

只剩下年节的一两次

集体会餐了

。

易言之

，

在晚明时代

，

像

严嵩和夏言这样

，

朝廷

“

日给酒馔

”

不

过是皇帝特别的优礼

，

而不是一种成

熟的工作餐制度

。

西门庆不吃工作餐

，

实由于其没

有工作餐可吃

。

在吃饭问题上

，

不仅是

他这样的

“

佐杂小吏

”，

许多京官大佬

也揩不到啥油

。

就此而言

，

即使是在晚

明

，

维护纪纲的章法也还没有坏到不

可收拾的地步

。

（

作者系湖北杂文家

）

【庙堂江湖】

因为优步创新的是管

理模式，所以，它的挑

战对象实际上是全世

界的城市政府。

从优步之争看制度创新

沈凌

新一届中国政府上台之后

，

一直

很努力地推动创新

。

中国经济在经历

了

30

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

，

确实已经

比原先更接近

“

创新驱动式

”

的经济增

长新模式了

。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判断

，

和这样

的判断相匹配的应该是一系列的制度

变革

。

比如最近的出租车行业就是一

个典型的案例

。

优步在全世界挑战地方政府的管

理模式

。

说它是一个高科技企业

，

莫如

说它是一个新管理企业

。

因为它的软

件设计并不新鲜

，

而它最重要的贡献

在于对出租车行业管理模式进行了创

新

。

在传统的出租车管理模式中

，

因为

技术原因保留了价格黏性

，

从而使得

供需双方都存在效用损失

。

而优步借

助于计算机技术

，

使得出租车价格更

加富有弹性

，

从而能够增加供求双方

的效用

，

得到经济学上所谓的帕累托

改进

。

但是

，

因为它创新的是管理模式

，

所以

，

它的挑战对象实际上是全世界

的城市政府

。

这就是一个制度对决

，

是

年轻而有朝气的年轻一代

，

对决于年

老而暮气沉沉的一代

（

掌握着出租车

行业的管理大权的城市管理者应该平

均年龄远超

30

，

这是我的估计

）。

中国新一届政府不断强调依法治

国

，

从总体上这是正确的

，

但是我们是

大陆法系国家

，

纠结于符合现有的法

律法规

，

会不会给制度创新套上了一

层枷锁呢

？

比如优步就挑战了这个问

题

。

迄今为止

，

交通部还拿不出一个整

体的出租车改革方案

。

就算拖个一年

半载拿出来一个方案

，

我也相当不看

好

。

为什么

？

因为出租车是一个地域性

很强的地方半公共物品

，

中国各地情

况千差万别

，

让一个中央部委去设计

一个适用于全国几千个城市的改革方

案

，

就像是春晚节目单

，

一定吐槽的人

超过赞美的人

。

有必要吗

？

为什么不学

一学邓公

，

让地方政府大胆地试

，

杀出

一条血路来呢

？

这样的对决当然还考验着地方政

府中管理出租车这个行业的管理者的

政治决断力

。

我们这个社会正处制度

转型中

，

当我们遇到合法违法的判断

题时

，

我们首先不是把违法的一关了

之

，

而是应该先问一下

：

究竟是违法的

错了呢

,

还是被违的法已经不合时代

潮流了呢

？

执法部门去严格执法

，

对执法部

门而言并没有错

。

但是如果立法部门

没有广开言路

，

让社会各个利益阶层

有一个讨论的空间

，

从而能够按照一

个民主程序去修正现有的不合理法

规

，

那么严格执法就是开历史的倒车

，

为一个部门利益而消费整个政府的公

信力

，

不利于创新社会的建立

。

出租车行业的不合理制度早在优

步滴滴出现之前

，

已经被社会各界广

泛诟病

，

但是交管部门无动于衷

，

或许

是他们苦于创新力不足

，

拿不出一个

改革方案来

。

今天新的选项已经出现

，

颠覆了原来的出租车行业运营模式

，

是更加激起了原来管理部门的不满

呢

，

还是帮助原有管理部门解决了一

直难以解决的难题呢

？

这不能不让人

联想到蒸汽机新时代开启时的马车夫

的不满

，

但是马车夫能够永远抵抗住

蒸汽机时代的到来吗

？

所以

，

无论从哪一层面的制度创

新上看

，

我们都期待政府能够优一步

！

如果能够让中国民众的创造力不再受

到不必要的束缚

，

那么中国的未来岂

是

7%

的增长率能限制得了的

？

（

作者系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

）

【说法不武】

期待“利益输送” 等

央企通病通过巡视

整改下猛药得到有

效的根治。

多家央企不堪一巡折射央企通病

刘武俊

近日

，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开设

专栏

，

对外公布

6

家被巡视央企巡视

反馈情况

。

据不完全统计

，

仅在本轮巡

视期间两个月的时间里

，

26

家央企中

已有至少

20

名高管被查

。

在公布反馈

情况中

，

6

家被巡视央企均有领导人

员问题线索被转至中纪委

、

中央组织

部和国务院国资委等有关部门处理

。

反馈期间

，

作为腐败问题易发地的央

企是否将有更多的问题暴露出来

，

已

成为备受瞩目的话题

。

以此次巡视的上海大型钢企为

例

，

巡视组称

，

该企业

“

靠钢吃钢

”，

利

益输送问题严重

。

少数领导人员以

“

钢

”

谋私

，

聚敛钱财

；

部分领导人员亲

属子女围绕该企业经商办公司

，

谋取

非法利益

。

同时

，

该企业部分项目违规

决策

，

造成国有资产巨额损失

。

部分重

大投资涉嫌利益输送

，

一些项目在资

产并购或处置过程中贵买贱卖

，

海外

资产管理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

其他几

家被巡视的央企同样问题严重

。

中远

和中船均由中央第九巡视组巡视

，

在

巡视中

，

两家央企都暴露出领导亲属

或其他特定关系人违规牟利的问题

。

中远集团一些领导人员亲属及特定关

系人开办关联公司承揽大量业务

，

涉

嫌利益输送

。

巡视组还指出中远集团

经营发生重大决策失误

，

给企业带来

巨大经济损失和廉洁风险

。

中建和华

能均由中央第七巡视组巡视

，

两家企

业都被指出了重点领域监管方面的腐

败问题

、

招标的违规问题

，

同时也都暴

露出配偶

、

子女等亲属的关联问题

。

巡

视组指出

，

华能集团对下级单位及其

负责人管控不力

，

违纪违规行为时有

发生

。

同时

，

有的领导人员贪污受贿

、

滥用职权

，

有的为配偶

、

子女

、

亲属等

从事关联交易提供便利

。

央企巡视反馈之后亟待交出真正

合格的整改答卷

，

而不只是一堆问题

清单

。

公众期望巡视反馈情况

“

件件有

着落

、

事事有回音

”，

特别是对

“

利益输

送

”、

以

“

钢

”

谋私

、

重大经营决策失误

等巡视中的突出问题

，

要有切实的查

处答卷及整改措施

，

决不能轻描淡写

不了了之

。

上述

6

家央企如何整治在

“

利益输送

”

方面的通病

，

这不仅关系

国企反腐工作

，

对于更为深远的国企

改革也有重要意义

。

建议对

6

家被巡视央企适时杀个

“

回马枪

”，

检查整改措施是否真正到

位

、

看看究竟是真整改还是走过场表

面应付

。“

回马枪

”

必须动真格

，

而不能

“

虚晃一枪

”，

对于整改不力

、

老问题反

弹严重的应当坚决问责

。 “

回马枪

”

也

是专项巡视的一种有效方式

。

王岐山

同志曾经强调过

，“

监督不是一阵子

，

要针对已巡视过的地方或部门杀个回

马枪

，

强化震慑

、

不敢

、

知止的氛围

”。

所谓

“

回马枪

”，

就是对已巡视过的单

位

，

事先不确定

，

进行回访式巡视

，

检

查整改成效

，

发现新的问题

。 “

回马

枪

”

其实是专项巡视的一种形式

，

是这

一

“

新型有力武器

”

的

“

杀手锏

”

之一

。

这

13

家单位不要以为已经经过专项

巡视就尘埃落定万事大吉

，

对于整改

的问题得过且过应付了事

。

要通过

“

回

马枪

”，

倒逼被巡视单位真正将整改问

题落到实处

。 “

巡视过后再杀个回马

枪

”，

可以有效遏制钻空子

、

做表面文

章等问题

，

进一步巩固巡视成果

。

显

然

，

一旦杀出

“

回马枪

”，

动用

“

特遣奇

兵

”，

机动灵活

、

直切要害

，

那么被巡视

过的单位也就不敢草率应付了事

。

巡视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发现和

报告腐败线索

，

但是巡视反腐不能只

是交了

“

问题清单

”

了事

，

必须给公众

一个满意的整改答卷

。

对于被巡视单

位的整改报告是否合格

，

巡视组有发

言权

，

人民群众更有发言权和评判权

。

有关部门要善于收集网络等方面对整

改报告的反馈意见

，

对整改实效作出

科学的评估

，

不合格的要坚决

“

补考

”。

诸多央企不堪一

“

巡

”，

折射出利

益输送等央企通病

“

非一日之寒

”，

曝

光的问题必须给公众一个调查处理的

回应

，

而被巡视央企也要提交合格的

“

整改答卷

”，

真正让公众看到实实在

在的整改效果

。

期待

“

利益输送

”

等央

企通病通过巡视整改下猛药得到有效

的根治

。

（

作者系《中国司法》杂志总编

）

A3

北京市政府东迁传言与互联网商业模式

刘彬：北京市政府

东迁通州的传言背后

最近甚嚣尘上的传言

，

与北京市

规划版本保持着一致

，

显然不是纯属

巧合

。

不过与各地通过政府搬迁带动

新城经济发展的做法不同

，

北京市没

有计划将政府迁往更需经济牵引力的

南部地区

，

而是迁往东部

，

自然有自己

的考虑

。

一是南部发展落后

，

下风下

水

，

不符合老北京人对办公居住的要

求

。

二是东部靠近燕郊

，

甚至整个廊

坊

，

北京市向东发展

，

有利于扩充行政

地域

。

三是从城市结构上看

，

中央机关

在西

，

北京市政府在东

，

整合形成东西

两个中心

，

挑起北京城的大格局

。

当然

，

从交通上看

，

这样的布局也

会加重长安街沿线的交通压力

，

特别

是

CBD

地区压力更大

。

因此

，

东部设

副中心

，

应该自成一体

，

实现工作和居

住的统一布局

，

而非功能割裂

。

北京市政府动迁

，

这只是北京城

市布局的一个设想

，

以强化首都功能

角度看

，

迁府只是一个开头

，

毕竟北京

市政府规模不大

，

而且作为地方政府

，

也有管理北京城的重任在肩

。

因此

，

北

京市政府动迁成真

，

或许仅仅是一个

开头

，

更大的动静应该在后面

。

就首都

功能看

，

北京应该是政治

、

文化和科研

中心

，

大量的央企总部及其下属机构

，

根本没有留在北京的必要性

。

只有将

央企总部迁出北京

，

才是疏解非首都

功能的重要之役

。

因此

，

下一步棋是动

央企

。

需要注意的是

，

央企迁址应该按

照产业布局特点进行

，

而不是一窝蜂

地再扎堆京城周边

。

当然

，

央企动迁一

定存在利益博弈

，

比起市政府

，

央企的

利益链条更长

，

而且与北京市税收联

系密切

。

如何切断这种利益格局

，

才是

中央的难题

。

如果下定决心要疏解非

首都功能

，

必须将央企总部迁出北京

，

消除其繁殖功能

，

从根子上消除北京

城市扩张的冲动

。

梁建章：互联网带来

的最根本变化

互联网时代还有一个大家容易忽

视的规律

，

那就是客户来得容易但也

去得容易

，

任何竞争对手的

APP

与你

的客户之间

，

都只有手指点几下的距

离

。

网络经济中没有太高的客户忠诚

度

，

当一些公司只靠亏钱拉客时

，

他们

很可能永远都亏钱

。

经济学中还有一

个不变的真理

，

就是在充分竞争的情

况下

，

是不会产生超额利润的

。

当大家

都想用所谓的互联网思维来赚钱时

，

结果是大家都挣不到钱

。

所以

，

现在备

受鼓吹的某些互联网思维

，

作为一种

经营赚钱方式肯定是短命的

。

那么

，

互联网公司如何赚钱呢

？

在

工业时代

，

企业可以通过机器

、

地段

、

资源的控制来保持比较长的竞争优

势

。

在互联网时代

，

物理资本变得越来

越不重要

。

更糟糕的是

，

客户没有忠诚

度

，

竞争对手可以随时跨界进入

。

互联

网公司要赚钱

，

就只有持续创新

，

不断

提升效率和客户体验

。

而要做到持续

的创新

，

没有其他任何捷径

，

只有靠吸

引和留住最优秀的创造性人才

。

企业必须创造一个有利于持续创

新的人才环境

，

这其中包括充分的授

权

、

丰厚的薪水和类似创业公司的股

权激励机制

。

正因为如此

，

包括携程在

内的很多网络公司

，

都推出了鼓励内

部创业和创新的人才机制

，

目的是要

培育企业在人力资本和创造力上的持

续优势

。

我认为

，

互联网带来的最根本变

化

，

就是人力资本

(Human Capital)

和

金融资本

(Financial Capital)

的力量对

比发生了变化

。

在网络时代

，

人力资

本变得更加重要

。

因此

，

有创造力的

高素质人才的工资在不断上涨

，

对他

们进行股权激励的力度也在不断提

升

。

从宏观经济来说

，

未来人力资本

的回报相对于金融资本会提升

，

有创

造力的高素质人才的收入占社会财

富的比例会提高

。

人力资本的崛起肯

定是一件好事

，

因为人的才能更受尊

重

，

而不是其身份

、

地位和掌握的资

源

。

而当一个社会更加注重人力资本

而不是

“

资本

”

时

，

整个社会也会更加

平等

、

理性和民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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