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给了上级权力
公布下级手机

决策内情“高度敏感”

手机用了十几年，李义祥第
一次不敢随便接听。

3 月 19 日，山西省委组织
部和山西省纪委在《山西日报》
公布该省 260 名市、县(区)组织
部长、纪委书记手机号码和电子
邮箱，作为严肃换届纪律“12条”
措施之一。

按照山西省委组织部对外
的说法，此举是为了全程监督换
届期间的干部选拔。然而，身为
山西汾阳市委组织部长的李义
祥至今也没有接到关于换届监
管问题的电话，反倒是推销、广
告、活动邀请和媒体采访的电话
响个不停。

这个临时措施让李义祥有
些烦恼。当初山西省委组织部要
求 260 名相关干部上报手机号
码和邮箱时，没告知将要公开，
否则他会单独设一个工作手机。

太原市委组织部长侯安对
记者说：“领导很重视这个事情，
曾经开会、发文件传达过有关事
宜。我知道要公开自己的私人电
话，也对可能会被骚扰有过设
想，但还是上报了。”

此前有媒体报道，公开干
部手机号码是李兆前出任山西

省纪委书记后烧的“第一把
火”。不过，山西省纪委知情人
士向记者指出，这事由山西省
委组织部监查处牵头，纪委只
是联合发文而已。更进一步的
信息，多名知情人士不肯透露，
称决策内情“高度敏感”。

260 名官员的私人电话大
白于天下，一时间媒体记者轮番
“骚扰”，上级部门也不时监督检
查，不少人不堪其扰。但主导这
一行动的山西省委组织部和纪
委领导，并没有加入公开手机号
码的官员行列。

中国特色的信息公开

上级领导硬性要求官员公
布私人电话，履行自己的公共职
责，这实际上是一个极富中国特
色的行为。央视评论员白岩松在
评论中表示，这种做法，“在世界
各地还真找不到……看样子是
中国的一个发明”。

但山西公开干部手机，创意
其实一点儿也不新鲜。记者不完
全统计发现，13 年前，手机刚刚
开始普及的时候，就已经有地方
领导使出了这一招———

1998 年，时任四川青神县
委书记孟光安，为消除“群众对
干部的不信任”，于当年 3 月 9

日，由县委发文件，29 名领导的
手机号码登上了当地报纸，并在
本地电视台滚动播出。

孟光安向记者回忆，手机公
布后，电话那端的老百姓都“特
别客气”，第一句话多半是“孟书
记辛苦了，想了好久好久，不想
打扰你”，第二句说“反映一点小
事”。没有一个骚扰电话，连说俏
皮话的都没有，并且一般晚上都
不打，“很体谅领导”。

对公开手机的干部，孟光安
没有分文补贴，还要求他们 24
小时开机。次年初，青神县把公
开手机范围扩大到 140 多名全
县各乡镇书记、局长和主任。

2008 年 5 月 1 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施
行。当年 6 月，四川眉山市在媒
体上公开了包括市委书记、市长
在内的 91 名领导干部的手机，
要求公安局局长、招商局长等 6
人 24 小时开机，其余干部晚上
11点前不得关机。

当年 8 月 1 日，很多江西省
群众收到政府的一条短信，上面
是省长吴新雄、副省长史文清以
及南昌市市长胡宪的手机号码。

下级官员会暗地抵制

公布手机号码后，要求干部

24 小时开机，或到晚 11 时后才
能关机的有四川青神县和眉山
市、山西省等。对此，孟光安说：
“上班是领导身份，下班后仍然
要掌握民情，只有闭上眼睛睡觉
才跟老百姓一样。”

记者在 3 月 28 日晚 9 点半
采访眉山市公安局局长马宏时，
能听得出他的困倦。他声音嘶哑
地说：“两年多了，每天上百个电
话，眉山的不多，外地的多，几乎
每天如此，工作和生活肯定受影
响。但这是工作的一部分，必须
服从、执行，逐步适应了。”

媒体对山西官员的电话采
访也显示，几乎没有官员对上级
的做法表示公开反对。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
究员周汉华表示，官员本身具
有自然人和公众人物的双重属
性。“官员的手机，也是政府信
息的一部分，是公私融合的领
域，也是用来处理公共事务的。
公开手机号码是否构成个人信
息侵犯，取决于官员自己的态
度。”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
究中心主任姜明安说，从行政法
理上讲，上级领导规定其管辖的
干部要公开手机，是可以的，也
没有要求要征得下级官员同意。
“官员有双重身份。如果只

有一部手机，那么在上班 8 小时
内是应该接的，但 8 小时之外就
有点侵犯官员私人领域了。作为
领导，要充分考虑适当性和合理
性，不能为了自己的政绩，就匆
忙决策。”

他个人不太同意公布官员
私人电话。“出发点是好的，但实
际上是弊大于利，作秀成分多于
实际效益。”他说，原有的渠道和
方式其实不少，但未有效运行，
只要能加以完善，比如办公电话
公布且有专人接听，能定期反
馈，这就很好了。

一位学者表示，上级的权力
指挥棒在面对下级官员和公众
时，往往能不受约束，随心所欲。
上级对下级的要求越过公与私
的界限，作为承受者的下级官
员，一方面会暗地抵制、化解工
作的正面效果，另一方面，同样
也容易在工作中延续这一作风，
不受约束地去使用权力。

目前还无法预知山西省纪
委公布电话到底能起到多大的
监督作用，但从之前各地推行
情况来看，这种行为能否持续，
很大程度取决于主导领导，一
旦决策者思路转换或者出现调
动、换届，这一手段往往也难以
持续。

据《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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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

一位学者表示，这种做法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侵犯官员的隐私
权，而在于上级的权力指挥棒在面对下级官员和公众时，往往不受约
束，随心所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