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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洞察时局变迁，审视社会脉动　　聚焦高端争鸣，干部决策参考　　●《决策内参》立足中国改
革发展进程，关注社会焦点、热点和难点，梳理发展经验与教训，推介发展模式与方法，借鉴海外经
验与启示，透视历史与现状，探讨改革发展的路径与未来。
　　●《决策内参》传递中央及各部门改革发展的声音和政策精神，聚焦高层智囊的争鸣交锋，直面
改革关键时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汇集各个社会阶层对改革发展的感受、观察和诉求，透过改革发展
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挖掘政治、经济、社会等事件背后更深刻的复杂因素，提供国家战略、公共政策
的决策参考。
　　●《决策内参》将可读性与理论性、前瞻性与可操作性有机结合，对实际工作具有较强的指导作
用，是各级领导干部案头不可或缺的决策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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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新官堕落”：潜规则惹祸？
“新官堕落”并非只因潜规则该给青年干部怎样的舞台“公推直选”选出民心所向干部“说错话”的
是非题干部“雷人”语录错在哪提倡官员讲真心话容许官员说点错话中国官员的言论空间“三把火”
烧与否新官上任如何作为“三把火”重在为谁而“烧”“三把火”透视出制度惰性八大亮点折射选官
新动向今天我们如何选官选人标准的历史沿革“六位一体”的干部才得人心制度保障才能防止“官场
秀”关键是全面、综合、客观地去衡量“官员风水”乱象剖析官员追逐风水腐蚀建筑生态让公共精神
的光芒照亮公共建筑城市公共建筑背后的权力影子干部交流负面效应反思避免干部任期“两难”处境
任期“缩水”与政绩“注水”流动过于频繁不利干部成长警惕干部交流成了官位运作日程化生活固化
官员脸谱救救“白加黑”与“五加二”的官员新型领导破解定式生活法则秘书是导演，领导成演员？
解读官员的离任感言离任时，读出高官的品格离任官员如何获得更高“幸福指数”官员“瞎折腾”的
表现与根源以“公务员精神”制约“折腾”行为“折腾”谢幕，实干“登台”谨防官场“述职秀”公
开述职打破干部“政绩秀”官场竞争新取向的制度归属公开述职的形式及注意事项特权隐性化凸显腐
败新动向“隐性特权”为何屡禁不止“隐性特权”是一种离轨行为“隐性特权”诱发腐败蔓延期待民
间实情“阳光化”将“跑偏”的公权力拉回轨道公权私有化催生官场“潜规则”寻求私权与公权的和
谐政府做“减法”的多赢效应政府“购买”服务有利于克服行政过度政府“购买”服务绝非卸包袱政
府“购买”服务的国外经验公共权力不能向“金钱”低头需对权力资本化保持警惕官员“粉丝”：政
坛新潮流？
“粉丝”涌现体现开明政治要“祛魅”而非“赋魅”公民社会应拒绝“官员粉丝”国企高管官员化如
何破解民众为何为国企“官商分离”叫好希望这次取消编制“动真格”以“文化早春”迎战“经济寒
冬”“处长现象”求解聚集政坛“77、78级”现象聚集干部教育培训“问责风暴”的深层思考谨防地
方恶性竞争新冲动行政成本的短板在哪是复归，还是必须？
信息公开打破“围墙政治”“紧箍扣”下的政府雇员制警惕腐败的政治腐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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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新官堕落”并非只因潜规则近年来，各地查处的领导干部违法违纪案件中，贪污腐败与职务犯罪年
轻化趋势凸显，年轻干部群体成为腐败高危人群，确实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
人们不能不问：“新官堕落”到底是谁之过？
应该说，造成当前年轻干部成为腐败高发群体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是内外因共同作用，最终促使他们
逐渐滑向腐败的泥潭。
为何认为官场潜规则导致“新官”腐败年轻干部腐败堕落，主观原因占主导地位，主要表现为：政治
上丧失信仰；思想上价值扭曲；道德上蜕化变质；心理上狂妄自大，有的恃才傲物，有的法纪观念淡
薄，在这样的心态下，一旦感到成长无望，就会由此诱发出腐化堕落等各种消极腐败现象。
年轻干部腐败堕落的客观原因是多方面的。
有人认为，年轻官员腐败有社会风气的影响，更有干部选拔、教育、管理和监督等制度乏力的原因。
腐败没有高危人群，只有高危权力，官员腐败其实都是权力缺乏监督的乱象。
有人直击官员腐败低龄化与当前的官场风气有一定的关系。
某些地方权力生态的复杂和混乱，潜规则盛行，是“新官堕落”的重要原因。
并且认为，如果任何事情一旦成为普遍现象，个体的特殊原因往往便退居次席，外部环境因素肯定是
决定性的力量。
那么，我们重点来分析一下官场潜规则对“新宫堕落”的影响。
“潜规则”是一种背离了正义观念或正式制度的不成文、不公开的，人们私下认可并自觉或被迫遵循
的意识和规矩。
有人说，如果你进入官场，像贾雨村那样不懂潜规则，轻者将你排挤出“圈子”，重者可能会殃及前
途或性命。
这对于急奔前程的年轻干部来说，具有极大的恐吓力和杀伤力。
还有人总结了古代“新官”堕落定律，认为“新官”刚刚提拔任用的时候，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
当官久了都又奸又贪。
所以，“新官”融入环境之后必定会堕落。
认为“新官”存在两难处境：如果不融入环境，就缺乏生存余地，是个人人生的“堕落”；融人环境
，又会导致熟谙潜规则之后的“堕落”，即腐败。
警惕显规则异化成潜规则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不承认“新官”堕落定律，但也不忽视官场潜规则
对“新官”堕落的影响。
年轻干部走向仕途都是想为国家和人民干一番事业的，即便是贪官代表李真开始时也是想做一个焦裕
禄式的好干部。
但是在做人、做事和做官的标准上，学生时代所受的正统教育有时在官场上似乎不适用，于是许多人
变得是非不清，善恶难辨。
例如，年轻干部想仗义执言，但官场流行的做人潜规则是好人主义。
讲关系不讲原则，讲私情不讲党性。
遇到问题和矛盾装聋作哑，得罪人的话不说，得罪人的事不做。
有人总结官场经是，该说话时说话是一种水平；不该说话时不说是一种聪明。
年轻干部想做事，但一种做事潜规则是把个人利益置于民众利益之上，部门利益置于全局利益之上，
导致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甚至利用合法规则谋取私利。
做事之道是给上级领导看的，导致造假之风盛行，“数字出官，官出数字”。
更可怕的是有人以假为荣，以真为耻。
而做事的目的是不要出事，官官相护是解决内部危机的重要法则，出了问题则实行内部解决，大事化
小、小事化了。
一些年轻干部想升迁时，首先想的是托人找关系，请客送礼，认为干部提拔必须上面有人，不和上级
领导建立私交，政绩再好与官运无关。
潜规则无时无刻不在侵害我们年轻干部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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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场上如果这种风气盛行，即使主观意愿是明哲保身，客观也会陷入同流合污之境。
现在更可怕的是一些显规则异化成潜规则。
需要警惕的是，潜规则已成为我们社会中的一种流行病，国人由痛恨转变成一定程度上容忍、羡慕甚
至自愿效仿。
在制度弱化情况下，人人都是腐败的“高危人群”。
网上一位乡镇党委书记写的帖子发人深省。
他写道：读大学时我也是一个刚直不阿的上进青年，对于官场中一些丑陋现象也看不惯，但是六年的
工作经历，使我慢慢变得不再冲动，变得更理智，对许多问题也只能保持沉默。
因为你如果不能融入到那个圈子里去，许多事情就不好办⋯⋯设计制度时遵循“无赖”假设原则培养
和使用年轻干部是关系党和国家前提命运的战略问题。
年轻干部群体成为腐败高危人群，提醒我们必须认真总结和反思以往培养和使用年轻干部的做法是否
科学得当。
“新官堕落”有其复杂的原因，根治也应该进行系统思考。
目前，最急需做的工作是优化“新官”成长环境，通过制度创新建立起一整套预防和保障年轻干部健
康成长的长效机制，使年轻干部“不愿腐败”、“不能腐败”和“不敢腐败”。
其中，一个重要设计思想是遵循“无赖”假设原则。
著名英国学者大卫．休谟认为，在设计制度时必须把每个人都假定为“无赖”，通过这样一种制度设
计，使私欲和丑行得到遏止。
这就是制度优于人性原则。
邓小平也认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会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
。
所以，我们在防止和抑制年轻干部“堕落”时，就要按照“无赖”原则设计权力制约机制，减少领导
职位上的特权带来的谋取各种私利的机会，才能使那些谋取私利者望而却步。
这是预防年轻干部群体成为腐败高危人群的治本之策。
（孙立樵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导）该给青年干部怎样的舞台2009年4月28日《广州日
报》有报道称省内年轻干部（31岁～45岁）腐败情况加重，在所有被查处官员中所占比例近56％。
又据记者调查，个别机关的人才囤积、浪费现象较为严重，一个新人职公务员反映整个机关“上上下
下都没什么事”。
这些现象不仅事出有因，而且相互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
它们集中显示了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需求强烈和进展不足两种趋势。
从大量事实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高效的政府其清廉程度往往比较高，而一个运行效率低、人力资
源浪费严重的政府，往往更容易倾向于腐败和堕落。
新人职的青年干部，即所谓“新官”，是国家干部队伍中的生力军，他们的成长和发展状况对服务型
政府建设的意义十分重大。
青年干部应当充分发挥自身朝气蓬勃、富有活力的优势，与服务型政府共同成长。
青年干部应致力于“服务型政府”建设有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一位名校毕业的研究生在进入某市
机关后，连续两年的主要工作内容都是毫无技术含量的盖章，除此之外无所事事。
于是，该同志在拿到该市户口后离职。
这就不免引起我们的思考：政府应当为青年干部提供怎样的舞台，青年干部又应当为怎样的事业而忙
碌、奋斗？
当代科技的飞速进步带动了买方市场和顾客偏好的发展，于是也为政府改革向服务型政府发展提供了
原动力。
在全球化趋势下，政府的角色又出现“国家队”倾向，对于国内社会而言，政府扮演着“CEO”角色
，通过打造公共服务体系，强化国家社会生产力、改善民众生活。
然而当前，社会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远远大于政府的提供能力。
国内外学者于是致力于研究服务型政府的治理结构。
政府需要学会“进入市场散步”和“与非政府组织握手”，才能提高能力和强化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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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需要政府成为有内生防腐能力的健康组织，成为具有行政效能的竞争型组织，这也构成了服务型政
府的两个核心特征。
总之，人民需要清廉而有活力的政府官员，需要健康而有竞争力的政府。
服务型政府要根据人民需求建设和推动公共服务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
中央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打造全国性公共服务，如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品的管理体制；地方政府
的主要职责是打造为公司和市民提供服务的运行机制。
现代公共服务是垂直派送和平行接收相结合的体系。
如在铁路运输这一服务领域，中央政府负责制造火车、修建铁路，以便生产和派送公共服务；地方政
府负责营建火车站和组织管理人员队伍，以便接收和延伸公共服务，将公共服务派送到市民和企业最
为方便可及之处。
可见，在信息技术和网络的支持下，公共资源向公共组织的两段分配，中间环节将逐渐淡出。
政府的决策部门需要精兵简政，而不能堆积大量人才；地市级政府机关已不符合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要
求，其主导功能应当被弱化，相应地，也需要及时进行人才疏散；公共服务第一线在基层（社区），
需要大量的具有公共服务理念和创业能力的人才，公共资源和公共部门的增量部分在基层，大学生的
用武之地也在那里。
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也是降低大学生投身于公务员队伍盲目性的最终途径。
良好的服务型政府让青年学生不至于因追随寻租文化而进入政府机关，也不至于因恐惧公共陷阱而远
离权力岗位；务实的服务型政府可以减少青年人才职业设计盲区现象，进人机关并不代表放弃其自身
已有的专业积淀，从而避免陷入能力危机恐惧。
完善服务型政府的内生防腐机制健康即指良好的身心状态，一个制度的“免疫力”对保持其健康非常
重要。
内生防腐需要治本之道，即具有抑制滥用权力和道德风险的、钱权隔离的组织结构，从而实现决策与
执行分离、监督机构真正独立，让政府沐浴在阳光之下。
例如，国家人口计生委在执行奖励扶助政策的同时，及时建立了四权分离的工作机制，这使该系统保
持全国无大案的记录。
反之，钱权交易可能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找到机会，寻租的潜文化侵蚀着政府的肌体和官员的价值观。
在上海社保基金案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行政第一把手动用养老基金（企业年金）的绿色通道，以及在此
“通道”周边形成的巨大腐败温床和公共陷阱。
一些优秀且业绩颇丰的青年官员遇到“服从与腐败”的两难选择和尴尬境地，新官之所以“堕落”，
这种尴尬和两难是一个很大的诱因。
可见，缺乏内生防腐机能的政府组织，不仅可能损害政群关系，更是官员落马的陷阱，且危及公务员
的职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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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内参(第2辑):官场生态》编辑推荐：洞察时局变迁，审视社会脉动；聚焦高端争鸣，干部决策
参考。
“新官堕落”：潜规则惹祸？
“三把火”烧与否新官上任如何作为官员追逐风水腐蚀建筑生态让公共精神的光芒照亮公共建筑城市
公共建筑背后的权力影子干部交流负面效应反思警惕干部交流成了官位运作秘书是导演，领导成演员
？
离任官员如何获得更高“幸福指数”官员“瞎折腾”的表现与根源公权私有化催生官场“潜规则”国
企高管“官员化”如何破解警惕“处长现象”负面效应蔓延警惕“圈子”的陷阱打破“围墙政治”的
新路径官民互动助推网络反腐“蝴蝶效应”警惕腐败的政治腐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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