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速生鸡”是“市场失灵”养大的

□本报评论员 金岭

山东部分养殖场的“速
生鸡”未经检验流入百胜餐
饮集团上海物流中心，此事
经央视曝光后，成为牵动公
众神经的又一食品安全事
件。（本报今日A06版）

问题出在养殖户和屠宰
企业，但更应该看到，企业在
多大程度上自我约束，以及
这种自我约束能力的形成，
取决于消费者组织、舆论和

公民个人等的监督能力，更
取决于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
能力。

这次“速生鸡”事件，之
所以令人异常震惊和痛心，
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眼下老
百姓对食品安全问题比较敏
感的情况下，一些养殖业主
和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对消
费者的权利和尊严连基本的
敬畏感都没有。这说明，经过
这么多年的市场经济训练，
况且还有那么多教训摆在前
面，一些个人和企业仍然没
有培养出基本的道德和法治
自觉，其处于原始市场阶段

的自治能力，和我们对企业
公民的期待相去甚远。如果
市场活动的任何一个环节都
必须靠强力监管才能正常运
行，那将极大地抬高监管的
成本，这些成本，必然会直接
和间接地转移到企业和社会
身上，最终都有可能转移到
每个消费者身上，这是一个
值得警惕的恶性循环。一个
企业的短视，会毁掉自己，也
会拖累整个行业。真不知道
这样的教训还要重复多少
次！

这次“速生鸡”事件，无
疑暴露了常态监管中的某些

问题，这值得有关部门认真
反思。在行业竞争压力下，为
了获取更大市场利益，无论
养殖户还是屠宰企业，都有
可能冒着风险以违法违规手
段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这
其实就是一种“市场失灵”的
表现，矫正这种失灵最有效
率的办法，莫过于政府有力
有效的监管。“市场监管”是
政府的四大职能之一，对市
场主体野蛮的逐利冲动，虽
然消费者组织、舆论、公民个
人等都有监督权利，但如果
没有“市场监管”的托底，其
他所有的监督权利最终都有

可能泡汤。
值得一提的是，监管必

须是整体发力，而不是局部
发力，否则不同地区监管力
度的落差，会造成事实上的
不公平竞争，影响企业遵章
守法自我约束的积极性。在
竞争激烈的养殖屠宰行业，
一些企业之所以不愿规范自
己，原因之一就是害怕自己
的成本提高了，可能会失去
竞争力。事实确实如此，如果
一个地方严厉监督，其余地
方则对违法违规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那无疑会造成劣币
驱逐良币的局面。只有把整

个行业整个市场都监管好，
我们的食品安全才有保障，
任何一个地方的放纵，都是
在给整个行业的自我放纵创
造条件，这对我们的监管能
力提出了严峻挑战。

老百姓希望吃上安全的
食品，这个要求不算高。食品
安全问题的影响，已经远远
超出了食品安全本身，它给
老百姓带来的那种紧张情
绪，恶化了整个社会的信任
体系，制造了一种互相提防
的社会氛围，扭转这种态势，
靠企业的良知，也靠政府的
监管。

□尹剑晨

“问题官员”复出的新闻
又浮出水面。日前，广东中山
市农业局发布了调整领导成
员工作分工的通知，在“公考
改分案”中被免的该局原党
委副书记、副局长何金寿再
次出现在领导成员名单中，
主要协助局长开展科协和农
学会日常工作。面对质疑，相
关部门回应称：虽曾被免职，
但免职后还是干部；复出后
职务的变动也符合相关规
定。

梳理“问题官员”的复出
之路，不外乎遵循着“出事被
问责、冷却一段时间、悄然复
出、舆论哗然、解释复出符合

相关规定、最后不了了之”这
样的“铁律”。有学者统计过，
被问责的问题官员几乎百分
之百复出了，而“免职”也如
同带薪休假，丝毫无损问题
官员的利益。具体在“公考改
分案”中的何金寿，甚至来不
及被冷却便急匆匆复出了。

“问题官员”接连复出，
除了考验问责的诚意与干部
任免的公正之外，“复出”真
的是对“问题官员”的最好保
护吗？新华社12月17日披露
河北邢台市市长刘大群被联
名举报，举报人罗列了刘大
群“四宗罪”。而事实上，刘大
群也是“问题官员”。刘大群
原为河北省农业厅厅长，因

“三鹿事件”于2009年3月被

河北省纪委监察厅处以记过
的行政处分，2010年1月调任
邢台市市长。

刘大群的仕途轨迹虽算
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问题
官员”复出，但是将“问题官
员”再次委以重任，很多时候
并不是对他们的呵护。官员
出了问题，给民众和公共利
益造成了损失，必须要接受
严厉的问责。唯有严厉的问
责，官员才可能会意识到自
己的错误，并深刻反省。假如
问责只是走过场，非但对民
众不负责，事实上也纵容了
官员。

有学者称，“反腐不是要
等官员掉进坑里了再把他拉
上来，而是在他掉进坑之前

先把坑填平。”反腐如此，对
待“问题官员”的复出同样
如此，如果不能保证程序的
公开透明，不能以“令公众
信服的理由”复出“问题官
员”，那么，“问题官员”面前
的这个坑其实并未填平，随
时都有可能再次掉进坑里。
当“问责”成为另一种形式
的“保护”时，复出后的“问
题官员”未必能如履薄冰，
甚至有可能比之前更放纵
自己的权力。

想通了这些道理，其实
也就不难明白，有时候让“问
题官员”轻易复出，其实并不
是对他们的最好保护，而是
在他们面前又埋下了一个陷
阱。

赦免会衍生

更多腐败

如此良好的愿望似乎
高估了腐败官员的自觉性。
基于当前严峻的反腐形势，

“有条件赦免”企图以一种有
限妥协的方法，推进政治体
制改革的实质进展，可谓用
心良苦。但是这种妥协的背
后，在根本上容易伤害法治
的公平性原则，法律对公权
治理区别对待，给长远的法
治反腐带来损害。

暂且不谈有多少官员
会自觉清退，也不论“赦免”
的具体可操作性，单从原因
分析，造成今日反腐严峻形
势，根本上就是由于惩治偏
软，没有确立起刑事执法的
普遍性、严密性。在执法已
存偏漏的情况下，再行“网
开一面”的方案，岂不是“与
虎谋皮”？

对权力缺乏常态化的
法治监督，对腐败案件查处
的疏漏让法治缺乏权威性
和公信力。一旦容忍“赦
免”，便会在社会上造成反
腐底线的突破，甚至怂恿更
多的官员为求“一时之需”
而先行贪腐。这种突破法治
原则的“赦免”许愿，弄不好
反会强化官员的侥幸心理，
甚至衍生出更多“合法腐
败”的漏洞来。

(摘自《京华时报》，作
者：傅达林)

更显官员财产

公开迫切性

从李永忠的主张，其实
可以看到官员财产公开制
度迟迟不能出台的原因：一
是财产见不得光的污点官
员太多，二是公民力量不足
以形成对问题官员的抗衡。

贪腐行为本没有赦免
理由，严重犯罪不能因为人
家主动交待和退回非法所
得就完全免于处罚。但当下
对贪腐官员，不得不让法律
作某种形式的让步，这完全
是无奈之举。18年立法酝酿
无结果，可以印证李永忠

“赦免说”的实际性。但另一
面也说明，反腐的挑战异常
巨大，腐败的程度和危害惊
人，当然，官员财产公开制
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也充
分显现出来。

如果迟迟不实行官员
财产公开，实行的难度会越
来越大。制度的阻力来自腐
败分子的反对，随着腐败越
来越严重，腐败人数越来越
多，财产公开的阻力会越来
越大。不得不通过妥协的方
式减少阻力，说明时机已经
不早，如果还不出台，可以
想见，可能性会越来越小。

(摘自《中国青年报》，
作者：谢昱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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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业竞争压力下，为了获取更大市场利益，无论养殖户还是屠宰企业，都有可能冒着风险以违法违规手段达到降低成成本的
目的，这其实就是一种“市场失灵”的表现。而监管必须整体发力，才能避免不同地区监管力度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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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市年底翘尾呼唤调控新思路

编者按：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制度反腐专家李
永忠日前表示，官员财产公示不能搞清算，如果腐败分子
将收受的全部贿赂匿名清退了，并且在案发后，经查实退
回的赃款与实际情况完全吻合即可得到赦免，以换取他们
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

此说一出，争议四起。我们从18日各媒体发表的评论
中摘选了部分观点，希望能帮助读者对这一“有条件赦免”
论有更全面的理解。

□周俊生

针对近期一些城市频频
出现的“地王”，国土资源部
18日召开房地产调控管理情
况发布会，要求各地要采取
分割出让、综合竞标、配建竞
标、提高付款难度等方式，避
免再次出现“地王”。同一天，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1月份全
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数据显
示，超过七成的城市房价出
现同比上涨。这些情况清楚
地表明，购房者和地产商对
房价未来走向的认识正在悄
悄地发生改变。

近几个月房地产市场的
走势与我国宏观经济出现的

回暖趋势存在正相关关系。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出现
增速下降的局面，房地产市
场也进入低谷，在政府为扭
转增速下降而推出“稳增长”
措施以后，在各项经济数据
反弹的同时，房地产市场也
出现了目前我们所见到的局
面。这种状况表明，本轮房地
产调控虽已经坚持数年，但
尚未收到预期的效果，其症
结则在于，在经济结构转型
尚未见效的情况下，房地产
这个“龙头产业”对宏观经济
的兴衰仍然发挥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

在政策面上不允许宏观
经济出现大面积滑落的情况

下，房价也很难在现有基础
上出现大幅度下降。像北上
广深这样的特大城市，由于
存在丰富的就业机会，对各
地劳动力产生了很强的吸附
功能，住房必将长期处于供
不应求的状态，房价在一个
相当长时间跨度内的上涨趋
势几乎是不可能改变的。相
形之下，一些内地二、三线城
市，则由于就业市场的逼仄，
大量劳动力外流，住房市场
需求量不大，因此房价只能
处于较低水平。

很显然，针对房地产市
场出现的这种新格局，市场
调控也应该要有新的思路。
对于像北上广深这样的城

市，必须继续坚持限购等调
控手段，堵住投资投机势力
卷土重来推高房价。而对于
一些二、三线城市来说，则
应更多地坚持以市场化的
原则来管理市场。最近召开
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要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这
种建设主要集中在中小城
市周边地区，它不仅对于当
地的消费会有促进，对于房
地产市场也能起到促进作
用。因此，一线城市继续坚
持限购等调控政策，中小城
市以发展城镇化来带动房
地产市场发展，应该是未来
我国房地产市场调控一个
可以考虑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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