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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鲁中某县的刘先生已
经从商30多年，目前他的经营
范围涉及市政工程、文化、农业
等多个领域。对于政商关系中
的人情世故，刘先生自认为游
刃有余，处理得当。

尽管如此，谈起去年在临
县的一项投资，刘先生至今还
唏嘘不已，“真是成也人情，败
也人情。”

这几年，国家整体的经济
形势不好，经济增速放缓对他
的企业带来了直接影响，本来
作为主业的市政工程业务量
直线下滑，无奈之下，刘先生
走上了多元化发展的道路，这

两年陆续开始涉足水业、影
视、文化、书画等产业。

“我对农村比较了解，因
而判断农业是一片有待开发
的处女地，所以想在农牧业上
加大投入。”刘先生通过个人
关系与临县的政府取得了联
系，“是熟人介绍，牵扯人情关
系，该县政府对项目非常感兴
趣，就纳入了引资项目，双方
也谈得很投机，很快达成了投
资意向。”

项目的前期启动涉及到
征地等因素，刘先生人也非常
爽快，就把启动资金40多万元
打了过去。然而，让他想不到

的是，没过多久，这件板上钉
钉的事儿居然黄了。

“多方打听，我才知道因
为我这个是农牧业项目，能为
当地贡献的税收很少，当地政
府很快就又不感兴趣了。”刘
先生说，自己一向秉承诚信为
本，况且这个项目还是熟人介
绍才落地的，没想到政府部门
先爽约。

已经打过去的40多万元
投资能不能追回来呢？他只好
再去找到这位熟人，最后得到
的回答是，“钱大部分已经花
出去，难以追回，真想要，还得
托人。”

经过多轮简政放权，政府这只
有形的手，对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还
有约束，要改变办事情都要找关系、
走门路的现状，改变人情社会，就要
建立法治型的政府。只有让商业的
归商业，政府的归政府，不走权力路
线而走市场路线，才能避免官商之
间“勾肩搭背”。

“潜规则”扭曲政商关系

“现在有些人汽车违章、小孩打
了架担心不公正，赶紧找人啊，什么
事情都想到找关系。”有人向记者反
映。而经商者无不谨慎地维持好与政
府部门的关系。当然，畸形政商关系
的形成，少数领导干部脱不了干系。

由于办一个企业要盖很多章，
一些握有权力的干部“不给好处不
给盖章”，于是乎，一个普通办事员
能左右项目的落地，轻者通过关系，
重者是拿钱贿赂，一个处长的权力
能大到决定一个企业的死活。如此
一来，商人“不理党和政府”就活不
下去，碰到这种人，恐怕不理也得
理。就在当下，还有地方干部不敢公
款大吃大喝，就拉上当地商人作陪，
名为作陪，实为埋单。

就连中国商界领袖亦纷纷对当
前政商潜规则发出诸多感慨，从柳
传志的“在商言商”，到王健林的“亲
近政府，远离政治”，冯仑的“离不
开，靠不住”，再到马云的“一直谈恋
爱，始终不结婚”等等，从其中不难
看出企业家的群体性困惑和期望。

正是因为极少数官员的服务监
管缺位、不到位，乃至乱作为，或是
由于极少数商人期望通过非正常途
径去谋利，致使规范经营的企业家
无所适从，甚而出现这样那样的思
想认识。

官商间应有交集无交易

尽管商人笼络公权力会为自己
打开方便之门，但终究会把自己置
于从属和被利用的地位。更为糟糕
的是，这不仅会使市场自生机能萎
缩，妨碍企业健康发展，而且会败坏
政风，损害全社会的公共福利。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市场起
“基础性”作用改为了“决定性”作
用，这带来了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
新认识。具体而言，官员要执行规
则，商人要遵循规则。只要官员和商
人在各自的职责范围之内按照相应
的规则行事，有交集而无交易，市场
经济活动中本来正常的人际互动是
难以被扭曲的。

习近平总书记曾告诫官员：“官
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
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
的界限”。“道”即规则，是治理并规
范政商关系的根本。围绕商业活动
及与之相关联的行政行为，确立及
实践有效规则，建立新型政商关系，
需要多方面的长期共同努力。

社会层面，要在尊重中国传统
的基础上移风易俗，重塑商业伦理。
制度层面，要以法治为基础，设计一
系列涉及官员和商人的激励约束机
制。政府层面，要推进行政体制改
革，下放和减少行政审批，制定政府
权责清单制度，厘清权力边界和责
任边界，避免官员过大的自由裁量
权。企业层面，要鼓励企业通过技
术、产品、管理、商业模式等创新，不
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逐渐摆脱企业
发展对官员关系的依赖。企业家层
面，要广泛营造尊重企业家精神和
认可企业家价值的社会氛围。

只有多管齐下，让“官”的权力
在阳光下运行，让“商”的经营在有约
束力的法规中运作。这样才能扭转以
人情为先导、靠利益交换来维系的扭
曲政商关系，逐渐转向以法规为先
导、以平等相待来维系的政商关系
正道，创造官员依法行政和商人依
法经营的良好局面。 据人民网

难治的“病”

十十企企业业有有六六家家曾曾无无奈奈走走““后后门门””
项目审批政策优惠不讲规则靠关系，老实人也被逼着混圈子

从一所专科职业院校毕业
后，因为找不到心仪的工作，小
许选择了回鲁南老家创业，靠
准入门槛低的快餐连锁加盟，
几年下来，自己的公司逐渐步
入了正轨。

“回想创业这几年，我切实
体会到了中国是一个人情社
会。”小许说，由于是一家创业
公司，他起初千方百计想入驻
当地的创业孵化器，但这并不
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一打
听才知道，由于进入科技园孵
化器可以很方便地享受到当地
的很多优惠和鼓励政策，很多
创业公司都挤破了脑袋要进
来，“谁能进谁不能进，这个时
候，人情的因素就非常重要
了。”

拐了好几个弯，他终于和
孵化器的主管领导联系上了，

小许把姿态放得很低。“这是个
关键时刻，能不能进孵化器，操
作空间很大，为什么选你而不
选他？”小许说，在熟人的介绍
下，他们一起吃了两次饭，谈得
很投机。“我介绍了自己的想法
和比较困难的家庭情况，临走
时还送了点礼品，这才获得了
入驻园区的机会。”

这个经历让小许觉得，对
于不擅长处理人情关系的人而
言，创业的确不简单。“国家的
政策有时规定得很宽松，主事
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很大，说严
重了，一些优惠鼓励政策你能
不能享受就他一句话的事。”

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
也在深化对“人情关系”的理
解。从济南某高校毕业还不足
三年的小胡，开办了一家餐厅。
出于地段、租金等考虑，他租下

了邻近高校的一间由住宅改成
的商铺，去工商部门注册时，工
作人员告诉他，需要到商铺所
在的街道办开一份“不扰民证
明”。

为了顺利地开“不扰民证
明”，小胡很自然地去超市买了
两包烟，想在开证明时偷偷塞
给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尽管工
作人员并未接受小胡的“贿
赂”，但他对自己的这一举动记
忆犹新，大环境如此嘛，他说，
自己也是被潜移默化了，换做
现在也会这样做。

不幸的是，“不扰民证明”
最终没开出来，因为街道办认
为缺少法律依据，无法开具，这
也直接导致小胡至今没能拿到
营业执照，餐厅里一直用的还
是临时营业执照，他生怕哪天
被检查。

权力一直在下放，但很多
热门行业仍然有较高的准入
门槛，相关审批被政府部门牢
牢掌握，最后往往导致不是依
照规则而是依照人情批出来。

“教育部门对民办学校
的申请限制还是很大的。”在
山东某市从事教育培训行业
的杜先生告诉记者，“没有教
育局的审批就属于非法办
学。”

而为了避免陷入“非法办

学”的泥潭，相关企业就必须
在开办教育培训机构前，经过
当地教育部门的审批，拿到办
学许可证。

“有些教育部门的审批，
一是不透明，二是不正规，三
是时间长。”杜先生说，要想顺
利拿到办学许可证，很多时
候，需要在审批部门拥有过硬
的“关系”，“有些人送礼都不
一定能办成，时间更说不准，
反正几个月是很正常的。”

2014年，杜先生与朋友计
划着合伙投身教育培训行业，
从当时提交办学申请，直到近
日，办学许可证才最终获得教
育部门批准。“办了有半年多
了吧，这还是找的关系比较
硬，而且送去了礼品。”他说，
人情关系对办事效率的这种
破坏，让他深恶痛绝。而被人
情关系卡住的，不仅是事业的
发展脚步，更是自己干事创业
的热情和决心。

托熟人拿的项目黄了，追回损失还得托人

有了过硬关系，许可证还是办了半年

能不能享优惠政策，就靠官员一句话

压缩自由裁量权

重塑社会商业伦理

在记者采访的十家
企业之中，只有四家说没
在“ 人 情 ”上 花 太 多 心
思，在济南经营一家家庭
服务公司的巩先生是其
中的少数。他对记者表
示，经营企业这些年，与
政府打交道从没求过人
托过关系。

“我老家在农村，没
背景也没有关系，就是靠
自己的双手打拼。”巩先
生毕业于山东大学，大学
时勤工俭学的经历让他
与家庭服务业结缘，毕业
后顺势创业。

“也许我们公司规模
不大，还引不起政府部门
的关注。”巩先生表示，
企业与政府打交道应该
以平等的视角对待，只要
不违法违规，企业没必要
凡事求着政府，最重要是
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这样才能有长远发展。

“前一阶段去商务局
办审批，由于有绿色通
道，所有的手续都不用自
己跑，也不用交费，很快
就办了下来。”巩先生觉
得，这两年营商环境大大
好转，这是有目共睹的。

不过，他有时还会发
发牢骚。公司最近得到了
外商的投资，由于是外
资，钱要进来就需要相关
部门批准，然后他就去找
相关部门。“先是找不到
人，打电话也没人接。”
巩先生说，终于打通了电
话，接电话的人说拿着表
过来就行。可过去之后，
办事人员说还缺少另一
个材料，就这样来来回回
折腾了很多趟，浪费了大
量的时间和精力。

“有时真的想问问，
一些审批项目到底有没
有必要，而有关部门有了
权力却端着不给企业提
供方便，着实让企业心
寒。”巩先生说。

不找关系也行

但就是折腾

想办审批手续，先请客吃饭，遇到节假日，就琢磨着去相关部门打点……虽然反四风遏制了人情腐败，让
政府人员不敢接受吃请，但很多经营者还是笃定“人情社会”这个死理，认为没有人情难办事，足见畸形的政
商关系带来的不良影响有多深。

19日，本报随机调查了十家省内企业，有六家坦言曾无奈“走关系”。因人情关系导致的隐形关卡，不仅降低了效
率、影响了公平，也容易导致腐败的发生。简政放权，建立新型政商关系，还需要多方面的长期共同努力。

2011年初，曲阜就创新设立了“马上就办办公室”，旨在转变干部作风，惩慵治怠。 (资料片)

本报记者 高扩 刘德峰

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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