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近来持续受到关注的山西官
场“地震”中，煤炭大市吕梁成了“重
灾区”。半年多时间内，6名任职或曾
任职于此的副市级以上干部，以及
至少4位当地重量级煤、矿老板，被
带走调查。

随着越来越多的信息得到披
露，一幅“查腐路线图”渐渐浮现出
来，这座因煤而兴的城市俨然成了
官商“互助”的群腐样本。在这个样
本中，连接官商的核心在于权力。当

地方官员的权力在资源配置中越俎
代庖，取代市场发挥了不应有的作
用，商人为了谋取利益，自然想方设
法向其“靠拢”。

于是，官员“落马”、企业家“陪
葬”或是企业家涉罪带出腐败官员，
俨然形成了一种固定模式。针对轰动
一时的四川官场窝案，曾有媒体用一
篇名为《刘汉朋友圈》的文章来描述
当地盘根错节的政商关系。而对于同
样备受关注的“刘志军案”，北京师范
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
总结为“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犯罪的

‘伴生’现象”——— 政府官员的职务犯
罪背后往往存在企业家犯罪的推波
助澜，或者企业家犯罪后面潜藏着政

府官员职务犯罪的支撑。
这种政商勾结的状态，在特定

的行业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起到核
心作用的就是插手市场的权力。据媒
体报道，曾主政吕梁多年的聂春玉造
就了多位能源大鳄，凭借的就是发生
在其任期内的两次煤业改造，“哪家
企业可以整合小的煤矿，均由政府决
定。”由此一来，原本基于市场之力的
优胜劣汰，变成了政商“关系”的较
量，自然留下了极大的寻租空间。反
腐进程中不断有国企高管“落马”，
也是同样的道理，只不过相比于政
商勾结窝案中的“分工”明确，国企
管理者则是兼具政府官员和企业家
的双重属性。

要想遏止这类涉及官商勾结的
窝案，不光要顺着“查腐路线图”抽
丝剥茧，更要切断联系政商的权力
因素。当地方官员手中的权力失去
了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也就
失去了对商人的吸引力，失去了权
钱交易的价值。前不久，有媒体对王
岐山的四个反腐新说法总结为“四
说”，面对官商勾结的腐败窝案，不
妨套用一下其中的“标本说”——— 顺
着“路线图”清查具体的腐败窝案，
是治标之举；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
系，才是治本之策。从这个意义上
说，通过简政放权发挥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样是反腐
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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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官商“互助”根在权力干预市场

炒作京津冀一体化中的房地
产机会可能是一厢情愿。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
中心主任李铁认为，在房地产竞争
领域，河北和天津还不具有绝对的
优势，对于北京来说，除了燕郊等
地，其他区域都还不在北京辐射的
范围内，所以企业家要防止将全部
精力放到房地产上。

城市建设要与产业发展相协
调，避免过度超前带来的“空心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
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侯永志
称，城市住宅、办公、交通等设施
的超前建设有一定的合理性，也
有助于聚集人口，但如果过度超
前，没有产业的支撑，可能会给城
市财政的可持续性带来风险。

土地收益让农民共享，才能

防止出现“小官大贪”。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韩俊称，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等改
革必须要有配套的措施，必须要
符合规划、合法取得，在土地市场
公开交易，而且实行税收的调节。
集体建设用地的成果要真正让全
体农民共享。

企业“细胞”有了活力，政府
就不用一天到晚为GDP操心了。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
剑平认为，随着简政放权等一系
列举措的推行，目前政府和企业
的关系正朝“由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起决定作用”的方向发展。科
学、协调、平稳、持续的经济发展
状态才是“新常态”。

葛一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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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饼不沾腐，找回了应有的味道

葛记者来信

要想遏止涉及官商勾结的窝案，不光要顺着“查腐路线图”抽丝剥茧，更要切断联系官商的权力因
素。当地方官员手中的权力失去了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也就失去了权钱交易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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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适南

今年的中秋，的确是和往年不
一样了，天价的月饼、天价酒水少
见了，大闸蟹的价格不“疯”了，这
些中秋时节的时令消费品，与往年
相比，少了许多附加功能，回归了
真面目。

在月饼还是月饼的时候，中秋
送月饼，传递的是对团圆的祝福，送
出的是一份朴实的感情。然而，随着
公款消费愈演愈烈，在同样的时节，
出现了不一样的送礼情调。以月饼
为例，送礼拼包装、拼豪华、拼价格，
拼多少“含金量”；送礼的主流群体
也变了，公司送政府，下属送上级。
花公款不心疼，送月饼无止境，有高

档的出来了，低档的身价也涨了，月
饼成了面子，成了身份，成了忠心，
成了表态……

月饼原来也有档次之分，但不
离谱；月饼原来也有送礼传情的功
能，但不功利。天价月饼、天价酒
水……本来平常的吃喝物什，因为
公款消费的刺激、“苍蝇”“老虎”的
存在，陡变身份，调高身价。百姓寻
常物，成了天价奢侈品。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腐败哄抬
了物价，破坏了市场，伤害了百姓的
权利。这也是为什么中央多次出台
不许公款送月饼的文件后，月饼及
其它中秋时令消费品价格不再离谱
的原因。起初，有人认为在月饼上反
腐是小题大做，太过细致，但现在看
来，此举确有必要。月饼不沾腐，中
秋才找回了应有的味道。（作者为本
报经济新闻中心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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