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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
,

由于受传统的官本位意识 的影响
、

政策和体制的不足
、

政府职能错位等原

因
,

商人从政者越来越多
。

这种现象的出现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
,

我们要从转变政府职能的角度

进行杜绝
。

【关键词】 商官 ; 官本位 ; 政府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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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商现象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
,

现在普遍

受到人们的垢病和批评
,

但与此同时
,

另一种现象又

在悄然涌动
: 一些对地方经济发展有贡献的民营企

业家在获得了
“

人大代表
、

政协委员
、

三八红旗手
、

劳

动模范
”

等政治荣誉后
,

又开始纷纷戴上了行政性官

帽
,

成了我们所说的
“

商官
” 。

如果说官商走 的是先
“

仕
”

后
“

商
”

的升迁路线
,

那么
“

商官
”

的路线正好相

反
。

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
都是头戴

“

官
” 、 “

商
”

两

顶大帽
,

都是权力和市场交合的焦点
。

只是商官表现

得还要更直接一点
。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这

一现象的产生会给我们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什么 ? 对

这一现象我们应如何应对 ? 这就是本文要回答的问

题
。

一
、

原因

对于这一呈蔓延之势的现象
,

不是一句
“

不能既

当老子又是儿子还是孙子
”

的批评所能解决的
,

也不

是把责任仅仅归于企业家或几位官员身上就能加以

厘定的
。

它的出现在于社会中存在着滋生它的现实

环境和体制土壤
,

是地方发展困局的一种表象
。

1
、

官本位意识的影响
。

官本位的文化传统在我

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

在古代其集中表现为
: 宫职

成为社会唯一的价值尺度 ; 官职通过向社会开放而

广聚闲才
,

学而优则仕 ;获取官职是发财济家的最好

途径 ;官职等级是身份高低
、

荣誉大小的主要根据等

等
“ 〕。 虽然现在我国进人了经济繁荣

、

科技进步
、

社

会发展的新世纪
,

但
“

官本位
”

的意识并未绝迹
。

在人

们的头脑观念冲做官从政仍是权力与地位的象征
。

例如
,

四川武胜的
“

老板县长
”

王德根就不讳言
, “

由

于受 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

一向对政府官员很景仰
,

自己能从一个 民营企业家当上一方父母官是一件
`

光宗耀祖
’

的事
” 2j[

。

2
、

政府职能的错位
。

现代文明社会的良性运作

和协调发展是靠政府行为来实现的
。

在市场经济中
,

没有了它
,

市场制度无从构架
,

市场秩序无以维护
。

但这里有一个前提
,

政府职能定位应准确
,

一个成熟

的政府不应该进入市场经济
。

但是现在由于社会主

义经济体制的不健全
,

政府仍垄断和掌握着大量经

济资源
,

政府仍是经济生活的中心
。

这导致了民营企

业对政府具有极大的依赖性
。

因此
,

资本 自然向权力

靠近
,

商官的产生也就水到渠成
。

3
、

干部考核体系的偏差
。

当前
,

不少地方在对

干部进行的政绩考核中
,

普遍存在着以
“
G DP论英

雄
”

的误区
,

将经济发展
、

招商引资与官员的荣辱升

迁联系在一起
。

在这个指挥棒的调动下
,

官员不得不

全力投人到追求经济发展上来
。

为了引得更多投资
,

官员们便给企业提供各种政策和措施以资鼓励
,

这

其中封官许职则是最有效的办法
: 它既能满足

“

老

板
”

们的官瘾
,

又能为企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

政府

乐于制造
“

商官
” ,

商人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

4
、

民营企业自身利益驱动
。

民营企业从一出生

就在公有制经济压制下求生存
,

而且 自身存在诸多

缺陷
,

在激烈的市场经济中处于不利地位
。

为了生存

与发展
,

他们便千方百计向政府靠拢
,

巴结官员戴上
“

红帽子
” ,

以求得官员对其存在的默许
、

支持
,

并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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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特殊的市场权利
,

以便企业可以以非经营手段来

获取巨额收益闭
。

5
、

企业家的政治情结
。

正如上文所言
,

中国民

营经济从一开始就是在公有经济及政策夹缝中求生

存
,

其利益面临被官方剥夺的危险
,

在这种情况下
,

民营企业家一开始就缺乏在商言商的传统
,

喜欢在

政治圈子里转悠
,

也希望在成为富商时
,

在政治上得

到官方的承认
,

正所谓
“

商而优则仕
” 。

手里
,

政府肯定会偏 向他们一方
,

竞争无疑是徒劳
,

此时政府公信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

三
、

对策分析

二
、

危害

应该说
,

让一些具有较高素质和管理能力的民

营企业家到政府担当领导职务
,

扩大了公务员选拔

的范围
,

是干部任用制度上的创新
。

但问题的关键在

于他们不能身兼两职
,

只可择其一
。

经济学上讲经济

人
,

有两方面的含义
:

一是人是理性的
,

二是人是 自

私的
。

既然人是 自私的
,

必然要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

化 ;既然人是理性的
,

就一定会寻求在局限条件下实

现利益最大化的办法
。

4[] 手握公私两权
,

怎能保证这

些
“

商而优则仕
”

者是要为广大的群众而不仅仅为自

己企业和行业代言?谁敢保证他们在制定政策时
,

不

会以公谋私 ? 因此
, “

商官
”

潜藏着极大的社会危害
,

是对市场经济公平竞争规则的破坏
,

也是对政府公

信力的破坏
。

1
、

破坏市场经济规则
,

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发展
。

市场经济强调公平竞争
,

决不允许在市场竞

技领域既当
“

裁判员
”

又是
“

运动员
” ,

也不允许既是

老子又是儿子的法人不明
,

否则市场经济秩序就会

紊乱
。

企业家从政就是这样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

它导

致 了政权与经济的结合
,

而两者一旦融合
,

竞争的天

平就会无法公平
,

因为当涉及到企业 自身的利益时
,

这些
“

商官
”

及其所属的利益就高过了一切
,

他们就

会充分利用 自己手中的行政权力来最大化地实现 自

己的利益
。

2
、

破坏政府公信力
。

政府公信力是指政府的信

用能力
,

它反映了公民在何种程度上对政府行为持

信任态度
。

政府公信力的强弱关系到政府与公众之

间能否建立 良好的互动关系
,

关系到政府权威的大

小和政府运作成本的高低
。
圈而

“

商而优则仕
”

者 的

出现却破坏了政府公信力
。

原因很简单
,

让某个企业

老总是政府官员的企业同其他相关产业链的企业共

同竞争投资一个项 目
,

其他企业肯定不愿进行投资
,

他们会想
:

这个企业老总是政府官员
,

政策掌握他们

综上所言
,

商官的存在对社会发展来说是弊大

于利的
,

我们应坚决予以取缔和杜绝
。

通过淡化人们

的官本位意识
、

取消以 G D P为中心的干部考核体系

等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对此进行杜绝
。

但这些都不是

问题的关键所在
,

我们知道在成熟和完善的市场经

济社会中
,

资源的配置过程是公开和透明的
。

但在市

场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
,

掌握资源的一方往往成为

资源配置的主角
。

而在我国政府掌握着重要的经济

资源
,

是资源配置的主角
,

资本为了实现最快捷的增

值
,

就会去依附权贵
,

这就是 民营企业家们
“

由商人

仕
”

的主要动力所在
。

因此
,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

问题
,

最关键就在于要转变政府职能
,

减少政府对经

济的干预
,

从而减少民营企业对政府的依赖性
,

才能

达到
“

治本
”

的目的
。

1
、

转变政府管理理念
,

树立为民营企业服务的

意识
。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

政府理念必

须从管理者向服务者转变
。

对于民营经济政府不能

像过去管理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那样从财物到产供

销样样都管
,

而是主要为了民营经济活动提供良好

的政策咨询和宽松的外部环境
,

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

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规范同行业之间的竞争
,

为民

营企业发展提供政策支持
,

保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

利
。

保证民营企业的发展
,

特别是保护民营企业的产

权
。

2
、

实现政府管理方法由
“
强制型

”

向
“

引导型
”

转变
。

政府管理职能要由经营企业向扶持企业按市

场机制运作转变
。

在民营企业发展的过程中
,

各级政

府必须采取引导的办法来促使 民营企业的经营活动

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

为了鼓励民营企业发展
,

政府

在税收
、

用地
、

资金筹措等方 面必须提供支持
,

促使

企业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

建立一批集团型
、

科技

型
、

外 向型的股份有限公 司
、

有限责任公司
,

成为民

营企业的领头羊
,

通过调整价格的办法
,

运用价格杠

杆来调节和鼓励企业生产高科技产品
,

增长民营企

业竞争力
。

3
、

规范政府角色
: 只做

“
裁判员

”
不做

“
运动

员
” 。

在过去由于实行计划经济管理体制
,

政府直接

参与市场活动
.

使得政府承担着
“

运动员
”

和
“

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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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

的双重角色
,

这样做的结果使政府既当不好
“

运

动员
” ,

也当不好
“

裁判员
” 。

因此
,

随着市场经济
,

特

别是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
,

政府必须从竞争性的领

域中退出来
,

自己不再直接办企业
,

而应以更多的精

力投人到基础设施的建设之中
。

总之
,

商官的存在对于我国社会的发展而言是

弊大于利的
。

而要杜绝这一现象就需要我们的政府

转变观念
、

转变管理方法
、

有正确的角色定位
,

这样

才能更好地促进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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