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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倡廉

社会关注

医院院长必须带着医生去挣钱，不
然就要饿死。为啥？目前中国绝大多数
医院是公立医院，但各级政府给公立医院
的钱，只占医院运营所需费用的10%左
右，剩下的90%是靠医院给自己发工资。
于是，“以药养医、以检查养医”，四面开
花。于是，“医院像是两只羊。首先是替
罪羊，因为制度设计导致今日现状，但患
者的气都撒在医院身上；医院又像沉默的
羔羊，医生在医改过程中，宁可沉默。”

（11月21日《中国青年报》）
“以药养医”的恶果是药价居高不

下。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出厂价不过
0.6元，经过各环节“黑吃”后，在北京某
医院零售价达12.65元。中间利润超过
2000%。最典型的是，在近日公安部破获
价值20亿元的假药巨案中，浙江金华警
方在出租车上查获的一批药盒，原来，医
院的清洁工和保洁员售卖各种处方药
包装盒，像抗癌药盒可获利300元。抗
癌药赫赛汀市场销售价格约 25800 元
每支，这个药品包装盒竟然能卖到
1200元！

“以检查养医”的恶果是看病先过仪
器关，检查费居高不下。医生“望闻问
切”的基本功早已过时不用。医院的风
景是，病人拿着一叠仪器检查的片子，医

生照本宣科开药
方。由于医生要
自己养活自己，赚
钱第一，药方的技
术含量就是怎样
才会把病人宰得
不出大问题。给
病人看病，就跟到
了饭店拿着菜单
点菜一样，点啥
菜，花多少，全凭
医生一支笔。此
外，一种病有好几
个可选择的药，因此开什么药，完全由医
生说了算。

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认
为，中国当前“给政策、不给钱”的制度设
计，让医院通过合法渠道挣钱的方式只
有两种：一是通过卖药挣钱，二是通过买
仪器，再收取检查费挣钱。国家对公立
医院的投入不足，就此导致了“大处方”
和“大检查”。这必然直接损害患者的利
益，而医生作为给他们开处方、做检查的
人，也很无奈。

这应该就是医疗体制改革的关键病
症之所在。怎么办呢？庄一强说，目前
应发展“真正的公立医院”，比如把2000

家县级医院、1000家地区性医学中心和
100家与国际接轨的医教研高端医院划
为公立，由政府出资养活，其他的则放
开。私立的营利性医院，注重服务，价格
也高，可让其充分竞争，由市场调节并监
督。而私立的非营利性医院，可大胆利
用社会慈善力量。

专家给出的“药方”值得重视。政府
养活全部医院不现实，养活大部分也不
现实，养活一两个应该没问题。让这些
真正的公立医院既不“以药养医”，又不

“以检查养医”，在医疗体系中成为病人
的标杆，成为参照物，成为一面镜子。这
么做了，医院怎么会成为那“两只羊”呢？

医院怎么成了“两只羊”？
□朱永杰（郑州）

日前，国家药监局原副局长张敬礼
被控受贿罪、诬告陷害罪以及非法经营
罪三项罪名在北京市二中院受审。据检
方指控，张敬礼涉嫌受贿117万余元，
非法出售自己编著的书籍经营额达
2300万余元，非法获利1600余万元。与
一般贪官直接收受金钱不同，张敬礼的
绝大多数受贿款都是通过自己著书立
说，利用其身份让行贿者掏钱，不惜花高
价购买他的书。（11月21日《北京晨报》）

在公众眼里，张敬礼出庭受审最吸
引眼球的不是指使他人寄出1300余封信
诬告局长，企图取而代之的陋行，而是其
通过出售编著的书籍非法获利1600余万
元的“优雅腐败”之举。因为，他任职期间
受贿的117万余元，与如此巨额的“出书
收入”相比，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

笔者之所以说张敬礼是“优雅腐
败”，是因为这种行为不仅披上了一层合
法的外衣，出了问题往往朝“违纪”上靠，
而且还沾上了一层“书香气”，在买书卖
书间不知不觉完成了权钱交易。对于这
些官员来说，“优雅腐败”除了能捞到实
实在在的真金白银之外，还能收到一举
多得的效果。比如，可以借此显示出自
己的水平，证明自己不但是个领导干部，
而且是个“饱学之士”；可以与政绩相挂
钩，树立“功德碑”，成为可炫耀的政治资
本，等等。最重要的是，还没有普通出版
物销路的后顾之忧——尽管大都质量不
高、可读性不强，但都可以推销给下属单
位、相关机构或有求于自己的部门或者

个人。看似文化气十足的出书竟然能成
为个别官员敛财的工具，再次说明了当
失去有效约束的时候，权力不会放过任
何可能的寻租空间。

“优雅腐败”与传统的腐败行为对比
危害更甚。不仅因为其有很强的隐蔽
性，给案件查处带来了一定难度，更因为
少数官员出了一些不像书的书，使公众
对领导的真实水平产生怀疑，进而降低
了领导机关的社会公信力。因此，将监
督关口前移，应当成为遏制“优雅腐败”
的当务之急。世界上不少国家，为制约
滥用行政权力，都从立法的高度严禁官
员任内出书。笔者建议，一方面，要给领
导干部出书划定“红线”，另一方面，要严
格监督、严肃查处。官员出书都要通过
正规出版渠道，出了书怎样销售也很容
易查清。所以，只要落实了事前报告、事
中监管、事后检查的各项制度，对借出书
之名行腐败之实的行为严厉打击，“优雅
腐败”就去掉了“优雅”的假面具，还原了
腐败的真面目。

不能让“优雅腐败”优雅下去
□徐娟（福建）

据财新记者了解
的最新消息，中国电
信和中国联通公司已
经与国家发改委进行
了充分沟通，或有可
能达成和解协议，两

家公司认错并承诺整改，国家发改委将
中止针对这两家企业在宽带接入上的反
垄断调查。 （11月21日财新网）

当“反垄断第一案”的消息传出后，
坊间反应热烈，击节叫好，无一不抱有良
好期待，期待垄断巨头被降伏，期待公正
的市场竞争环境，期待早日享有物美价
廉的宽带服务。就在21日，《人民日报》
刊文《为发改委反垄断叫好》认为，“以往
的电信体制改革也好，电力体制改革也
罢，改革的目标仍然是打破行政垄断，旨
在形成竞争格局。”“随着反垄断的深入，
明天我们真的能够看到打‘老虎’也能像

打‘苍蝇’一样毫不再手软，中国的市场
经济秩序就会更加好转。让我们拭目以
待。”颇具黑色幽默的是，所谓的拭目以
待成了水中花、镜中月。

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是否与发改
委达成和解协议，发改委是否中断反垄
断调查，尚需要证实，但此说并非虚妄
之谈，此前已有业内人士忧心忡忡地表
示，别看“反垄断第一案”闹腾得挺大，
但最后恐将不了了之，如今看来，俨然一
语成谶。

“反垄断第一案”不能不了了之。如
果和解的话，老百姓情何以堪？何以捍
卫自身的合法权益？统计显示，在宽带
接入领域上，95%互联网国际出口宽带、
90%宽带互联网接入用户、99%互联网内
容服务商，都集中在中国电信和联通网
络中。这种垄断造成的局面是，我国宽
带上网平均速率位列全球第71位，不及

美国英国日本等三十几个经济合作组织
国家平均水平的1/10，而平均一兆每秒
的接入费用却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
3～4倍。

如今，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倒要和
发改委和解了，公众却被撇在了一边。
作为宽带接入用户，老百姓是最直接的
利益相关者，他们有发言权，有强烈的利
益诉求，他们的权益不能被漠视。

如果和解的话，发改委以后还怎么
反垄断？发改委调查中国电信和中国联
通涉嫌垄断，被称为“反垄断”第一案，

“第一案”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对涉嫌
垄断的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具有惩戒作
用，另一方面敲山震虎，对其他垄断巨头
具有震慑作用。如果连反垄断第一案都
推行不下去，更大的“老虎”怎么办？正
如有网友担忧道，“这下中石油和中石化
坦然了，油价还可以再涨点呀。”

惊闻“反垄断第一案”可能和解
□王石川（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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