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谨记“没老板会舍生忘死保护”的警示

■街谈

2013年9月4日 星期三 统筹：王继兵 编辑：李记 杨兴东 美编：周高虹 校对：一广 版式：王艳A02

中原时评

在广东第12期领导干部党纪政
纪法纪教育培训班上，针对不少贪腐
官员身边都有商人朋友圈这一现象，
广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黄先耀说，
从查办的案件来看，没有一个老板会
舍生忘死地保护干部。他劝官员们净
化自己的朋友圈，不要被不法商人

“拉下水”。（9月3日《南方日报》）
现实中确实有一些官员，私下把

商人当作哥们儿，认为有好处应该首
先想着哥们儿，而哥们儿也会想着自
己。即使万一出事了，哥们儿也会把
一切都揽过去，不会把自己交出去。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有些官员在见到
商人“倒水”时，痛骂对方不够交情，
质疑对方人品有问题。

“受审时没有老板会舍生忘死保
护官员”，这是一句大实话，这也无情
戳穿了一些官员的幻想。看似无情，
实则必然。仔细想想，老板不会舍生
忘死保护官员也并不意外。

不法商人之所以接触官员，甚至
低三下四地向官员献宠，并不是看中
官员这个人，而是官员手中的权力。
如果手中没有权力，商人连正眼都未

必给，哪会阿谀奉承？商人无利不起
早，与官员接触是为了利，在受审上
把官员交出来，以让自己脱身上岸，
同样也是为了利。利之所在，互相交
换，哪有“舍生忘死保护”可言？如此
也就不难理解，有些商人面见官员像
孝子，转身而去骂孙子；有些商人送
礼行贿讲义气，转身而去一肚气，甚
至回到家中记载下官员言行，以便秋
后算账、要挟谋利。

其实不仅商人如此，官员又何尝
不是这样？有些官员在出了问题时，
为了明哲保身，同样不会保护商人。
这里关键就在于，商人和官员之间，
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人间自有
真情在，可“君子之交淡如水”。人与
人之间，特别是官商交往，一旦涉及
利益交换，所谓纯洁友谊也就成了一
句鬼话。

揆诸一个更大的视野，不仅“官
商相护”是一个神话，“官官相护”也
是一个神话。与商人一样，一些官员
对上级比对父母还要亲。可这一切
都是有目的，那些送礼的、奉承的，并
不是因为看中上级的人品和能力，而

是看中上级手中的权力；也不是为了
学习上级的人品和能力，而是想利用
上级的权力。到了关键时候，官与官
之间同样不会“舍生忘死保护”，不仅
下级会揭露上级，而且上级也会交代
下级。

“官商相护”“官官相护”只是一
个神话，既出于逻辑判断，也出于事
实判断。现实中这样的例子，可谓不
胜枚举。很多大案要案，都是通过

“官商互咬”“官官相咬”得到突破
的。官商并非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
飞，这是由双方的利益关系决定的。
真要让双方对簿公堂，不相互指责痛
骂，那就谢天谢地了。

这就提醒官员，与其相信商人、
相信别人，倒不如约束自己，严格
要求自己。只要伸出手去，也就把
命门交给了对方，到时就会身不由
己，而命运也由此注定。如此也更
能理解，强调“官商交往要有道，相
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这不仅
是对官员的一种要求，也是对官员
的一种保护。
□毛建国

日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主任、党委副书记蒋洁敏涉嫌
严重违纪，中央已经决定免去其领导
职务。（9月3日新华网）此前中石油
已有四高管落马，加之本次蒋洁敏被
查，说明中石油系列腐败案已初具

“窝案”特征。
中石油“窝案”是十八大以来央

企系统的第一起反腐大案。常识而
言，国有企业的腐败现象，有一些特
殊性。国有企业是经营部门，腐败问
题更有隐蔽性，更容易混淆于正常的
业务经营里，识别、鉴别较难。特别
是国有企业是相对独立的法人，主要
负责人，包括董事会、高管层人员手
中，都握有较大的人、财、物权，特别
是投资权，这也决定了最容易成为腐
败的俘虏。比如，中石油这几年海外
并购收购投资巨大，而海外业务的特
殊性决定了极易发生腐败问题。

值得欣慰的是，中石油“窝案”是

少有的通过审计发现的特大腐败案
件。这说明审计监督的极其重要性，
说明审计监督在反腐败上的作用越
来越大。

中石油“窝案”更是带来了一些
反思和警示。警示之一是，再次说明
无论腐败分子藏身何处，最终都将暴
露和被查处。中石油“窝案”被查，给
包括国有企业高管在内的公职人员
再次敲响了警钟：莫伸手，伸手必被
捉。

警示之二是，国有企业包括国有
金融企业存在的腐败现象必须高度
重视，必须始终保持高压态势。根据
国有企业容易掩盖腐败行为、隐蔽腐
败现象的特殊性，反腐败工作应该抓
得更紧更严格。

警示之三是，中石油“窝案”警示
国有企业内外部约束监督机制仍待
强化。从内部治理机制看，之前的一
个设想是，国有企业包括国有金融企

业只要一上市后，市场投资者将会监
督企业的行为：借此内部治理机制就
完善了，内部监督机制就强化了。中
石油“窝案”告诉我们，这种想法过于
理想化了。在国有股份一股独大的
情况下，改制上市并不能从根本上解
决国有企业的内部治理问题。

从外部看，建立了层层的审计稽
核制度，成立专门管理国有企业特别
是央企的国资委管理部门，国有企业
特别是央企就会焕然一新、清正廉
洁，这样的想法同样过于天真。中石
油“窝案”警示我们，对国有企业特别
是恐龙型的央企，必须按照市场化趋
向进行深层次改革。比如：破除垄断
地位，削弱其手中客观上存在的“不
能不腐败”的巨大人、财、物权和投资
权等；彻底建立起市场化选拔任用高
管的机制，全面克服行政任命制的弊
端等，把国企从选人任用机制上办成
真正面向市场的企业。 □余丰慧

8 月 4 日上午，河北律师韩甫政
第二次向国家税务总局寄送了《政府
信息公开申请书》。这一次，除了申
请公开公民纳税人具体数据的老问
题外，韩甫政又追加了公开“2012年
我国公民个人纳税总额占全国税收
收入的百分比”的申请。在韩甫政看
来，如果能得到答案，就意味着他研
究 4 年的“人人是否都是纳税人”的
问题能从国家层面找到答案。（9月3
日《中国青年报》）

律师韩甫政指出，“根据我国法
律法规规定，事实上负税的人绝大多
数并不是法律上的纳税人。有纳税
的事实但没有纳税人的名分和资
格。”沿着这样的逻辑，全国绝大多数
负税人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纳税人，
直白地说就是“大多数人只有掏钱埋
单的份儿，并没有纳税人的身份和资
格”。尽管这样的认识与一些学者的
认识有冲突，如学者孙健夫认为，“不
用非得强调纳税人这个概念，因为法
律不能否认负税人就是事实上的纳
税人。”但结合我国纳税人权利意识
不强和身份意识不足的现实，这种对

纳税人定义较真的做法，同样是一种
启蒙，是对纳税人身份意识和权利意
识的激发。甚至可以说，这样的争议
越多，越能让公民增强纳税人意识，
进而主张自己的权利。

在公民税感愈来愈强烈的当下，
这样的争议显然并非坏事，相反是一
种进步。长期以来，我国纳税人权利
保护问题受到忽视，在税收立法和实
践中，纳税人都以纳税义务人的身份
出现，而忽略其权利人的身份。在税
收的宣传上，过度强调纳税是公民的
义务，同时，以国家为本位的思想占
据税收征收的整个过程。由于这种
税收理念的存在，使我国在税收制度
的设计上、税法制定的程序上，及税
务管理的制度上，都站在国家的角度
上，而忽视纳税人的权利需求：纳税
人仅负有纳税的义务，而谈不上权
利，征税机关是权利的主体，享有单
方面的征税权利。由此，就出现了纳
税人有纳税义务而无权利的怪状。

税收法律关系的本质，是国家将
税收收入从纳税人手中转移到国家
手中，并为纳税人提供公共物品和服

务的过程。其权利和义务是在国家
与纳税人之间的双向流动，是处在一
个平等基础上的。只有认识到这一
点，才能真正尊重“税民”，才能赢来
一个纳税人权利苏醒的时代，也才能
理清税感时代下对“纳税人定义”较
真的意义所在。因为说到底，税收是
一种契约关系，实际上就是权责对
等，纳税人缴税后，就享有相应的权
利，政府收税后，就该给纳税人提供
相应的服务或者公共物品。只有真
正确立纳税人的权利地位，才能走出
纳税人定义争议的迷雾。

《2008 年公民税权手册》告诉了
很多国人并不知道的“常识”：一袋售
价2元的盐，包含0.29元的增值税和
0.03元的城建税；每当你喝掉一瓶售
价 3 元的啤酒，就为国家贡献了近7
毛钱的税收；烟民更是纳税大户，一包
8元的烟，其中包含4元多的税……因
此，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梳理纳税人
定义的准确度，更可以理直气壮地主
张自身的权利。而唯有做到了这些，
或才意味着纳税人定义较真价值的
落地和实现。 □朱四倍

于急剧变化的年代里，鲁
迅依旧难以被重构。尽管先
生早就在《野草》中唯愿自己
的文章速朽，但关于鲁迅作品
在教材中的“进退”，总能轻易
地激荡起舆情的涟漪。

近日，有报道称：在人民教育
出版社新版的初中语文教材中，
鲁迅的作品减少，初一上学期语
文课本当中,去年还存在的唯一一
篇鲁迅的作品——散文诗《风筝》
被删除。其余多个版本的教材中
鲁迅的作品也有不同程度地减
少。但记者在山东调查发现：莱
芜、烟台、威海、淄博，以及济宁、泰
安、青岛部分县市实行义务教育

“五四”制的学校均使用的是鲁教
版语文教材，该版本并未改版，鲁
迅文章得以保留。

又一次，网友在热议着鲁
迅文章的“退出”，在热议中表
达着温情与敬意。关于“撤
退”，围观者其实是在担心“鲁
迅”从中小学教育的课堂中心
逐渐淡出，成为无法被容忍的
文化行为。在此种几乎一触
即发的情感反射背后，隐藏的
是固化的认知。观察者在为
鲁迅争得课本中“应有”的分
量与位置，也是希望现实的批
判精神代际相传。

我理解那些不约而同的
诉求，但依旧以为它可能陷足
于某种过度诠释。不难被辨
析的常识在于：删除一篇鲁迅
的散文，就代表着“民族魂”远

离了中小学的课堂吗？鲁迅
先生的现实批判精神，主要体
现在杂文和小说之中，并且，
有新闻报道也表示，尽管人教
版的初一上学期语文教材中，
鲁迅的文章减少一篇，但又增
加了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

“所占分量”其实并无多少区
别，鲁迅先生依旧在给学生留
下“深刻的印象”。

顾名思义，教科书是在系
统性地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
加影响，它也因此“兹事体
大”。但无论如何，教科书的
修订不能偏离推陈出新的基
本原则。鲁迅先生的作品自
然非“陈旧之作”，但让更多的
现代性文章进入中小学的教
科书中，这应该是一种必然的
修订趋势，也必然会对此前大
量存在的鲁迅作品造成冲
击。如此之下，一篇鲁迅散文
的退出，并不值得莫名惊诧。

看待鲁迅作品在教科书中
的留存，我们不妨拥有更广阔
的视野。事实上，当其作品“撤
退”每每引发争议，这已是看得
见的昭示：所谓鲁迅，其实早已
深刻融化于社会的文化传统
中，他并不会因教科书事件而
稍稍“消失”。有网友曾经在类
似的“退出”新闻后留言：鲁迅会
如何看待自己作品的“退出”？
我们无法回答此种虚拟的发
问，但先生定会反对用单一的
情感化来批判现实。 □王聃

对“纳税人定义”的较真值得呵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