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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问题馒头的工人说：打死饿死都不会吃自己做的馒头。但是，在经
济社会的消费网络中，谁能逃脱这种被毒害的逻辑链？生产过期染色馒
头的，可以打死都不吃自己生产的馒头，可他得吃别人生产的面包和蔬
菜，他又怎能判断别人的面包和蔬菜，不像自己生产馒头那样生产出来
的？生产变质面包的，可以不吃自己做的面包，可他得住房子，又如何能
逃脱不受豆腐渣工程之害？这是互相伤害的恶性循环，这是将每个人都
深卷于其中的大网，商业道德沦丧之下，没人能真正以局外人的优越感
置之度外，每个人都会是受害者。 ——《新京报》

4月13日有两则关于垄断“天价门”
的新闻。一则是：一年收入能够达到30
万元，15天年休假工资多达6万元——
这是河北省沧州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
社（简称沧州市信联社）的工资单，日前
被贴在网上，网友称其为“史上最牛工资
单”。（本报今日A28版）另一则是：一标
题为《中石化高层喝酒万元一瓶，如此穷
奢极欲，油价不涨才怪》的帖子在天涯论
坛曝光，并遭到网民炮轰。（本报今日
A30版）

尽管网友曝的真实性尚需求证，但
基于公众体验以及媒体披露的相关案
例，垄断性企业的高薪酬、高消费，并非

“新闻”，类似的案例，能信手拈来。在我
看来，无论是令人眼花缭乱的高薪酬，还
是让人瞠目结舌的高福利，以及“崽卖爷
田不心疼”的高消费，垄断性企业的每一
次这样的动作，都会对民众造成深深的
伤害；每一次被媒体揭曝，都引来民怨鼎
沸，但旋即，事件要么不了了之，要么大
事化小。这种扭曲的怪状，实际上折射

出了两大断裂。
第一大断裂是，垄断性企业有食利

自肥的强烈冲动，但制度约束偏偏不够
给力，有时显得十分苍白无力。以职务
消费为例，我们绝不缺少制度。早在
2006年，国资委就下发《关于规范中央企
业负责人职务消费的指导意见》，严格控
制央企领导用车、出国考察、业务招待等
职务消费，还要求提高央企领导的职务
消费透明度。然而，制度一再遭受软抵
抗。“前门一定要开，后门一定要关，旁门
一定要清。”李荣融担任国资委主任时曾
提出，一方面要规范央企负责人的年薪
收入，另一方面要逐步规范像职务消费
和兼职收入这样的“旁门”。应该说，较
之以往，“旁门”已被逐渐纳入监管部门
的视野之中，但仍有漏网之鱼。

第二大断裂是，垄断性企业的薪酬
过高，而一般企业的薪酬偏低，由此导
致行业收入差距过大。数据显示，我
国垄断企业职工数不足全国职工总数
的 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

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2010年
11月5日《中国青年报》）。一般来说，
不同的行业，收入存在一定的差距，十分
正常，可以理解，但是差距不能过大，更
不能异化——15天年休假工资竟然多达
6万元，这显然不正常。为何不正常？一
方面与制度因素有关，因为企业具有垄断
地位，被权力宠爱，企业肥得流油，旱涝保
收，且与民争利。另一方面，与一些垄断
性企业故意规避制度约束有关，一些负
责人在利益驱动下，通过种种方式渔利
自肥。

经济学家吴敬琏说过一句话：“贫富
差别问题，是由多重原因造成的，我认为
首要原因就是腐败和垄断。”把垄断与腐
败并列，可见垄断之害。回到这两起“天
价门”上，其一，相关企业应该自证清白，
同时监管部门应该及时介入，给公众一
个说法。其二，即便这两起“天价门”被
证伪，相关部门也不能掉以轻心，仍需约
束垄断企业的权力，当然归根结底应逐
步打破垄断。

垄断“天价门”频现
背后的双重断裂

话题：铁道部称6
月起动车组实名购票

网友发言
今年6月1日起，全国所有

动车组列车将实行购票实名
制。6 月底，京沪高铁率先实
行网络售票。随着铁路信息服
务系统的逐步建成，今年年底
全国铁路将全面推开网络售
票。同时，适应旅客多样化、个
性化要求，拓展站车商业和旅
行服务。我想问的是，在技术
手段改进上，网络售票能避免
票贩子倒票吗？ 新浪网友

铁道部部长盛光祖称，客
运方面，形成以高速、快速、普
速合理匹配、适应旅客不同层
次需求的铁路客运产品。今年
将积极推广电话订票、互联网
售票、电子客票、银行卡购票、
自动售检票，最大限度方便旅
客。有了这些措施，希望在来
年的春运中，所有乘坐火车的
旅客都能少一些拥挤、多一些
尊严。 搜狐网友

话题：副局长五次
到企业卧底了解农民
工生存环境

网友发言
4 年来，副局长陈家顺为

了给前往义乌务工的老乡们找
到好的企业，不惜“自降身份”，
五次到企业卧底。消息传开，他
瞬间走红网络，引来网友们一面
倒的“好干部”、“好官”的好评。
即便有作秀的充分，我也力挺这
位副局长。有这样的好干部，
当地农民工有福了。广东网友

□王石川（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