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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官盛行背后
是错乱的权力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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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广东省委向中央第八巡视组反馈意见整改情况的通报中，公布了对茂名领

导干部系列违纪违法案件中涉嫌行贿买官人员 159 人的组织处理结果。（8月17日《京
华时报》）

官场不是商场，公权不能买卖，这本是现代社会权力运行的逻辑起点。可在茂名的

官场图谱中，公权不但可以成为商品进行明码标价的买卖，甚至还异化成了一条升迁必

须通过买卖的隐性规则。剥开这一恶性循环的初始链条，我们便不难发现，这置身于买

官卖官规则中的官员们，他们的得逞，其实都源于错乱而又失序的权力授予方式。

在一些地方，处于权力金字塔顶端的一把手，往往对其属下的权力分配有着绝对的

话语权。一个人在官场上的命运，往往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程度、群众的评价结论来体

现，而是通过上级领导的“个人想法”来定夺。这个时候，只要下属明白领导的“想法”，并

投其所好，一些领导便会绕过正常的升迁程序，通过各种手段完成买官者获得升迁的目

的。这其实也是买官卖官现象得以盛行的根本原因所在。

或许有人会问，在人事调动上我们也有《干部任用条例》等相关规定，为什么买官现象

还如此猖獗呢？这其实并不难理解。在一个整体溃烂的官场环境中，如果处于权力末梢的

人都对这些规定置若罔闻，那么其效仿者必趋之若鹭，当大家都心照不宣地形成某种默契

后，很多成文的规定便会退到底线之外，取而代之的，便是领导权力下的命令话语。

要根治这样的痼疾，加强民众监督、加大反腐力度当然是重要的一个方面。而最根

本的，乃是通过制度的推进作用，来监督当下权力的授予方式。只有当权力的获得不是

由某个人或某几个人协商授予时，买官现象才会失去最原始的推动链条，而由此衍生的

权力积弊才会得到根本清除。

非FEI CHANG DAO
常道

“在改革过程中，不动产登记能否直接有助于反腐工作，并不是改革能不能获得公
众支持的惟一条件。”

——时评人樊大彧认为，只要能够进一步规范、制约部门权力，进一步明确、保障公

民权利，改革就一定能够生发出更大的动力，获得更广泛的支持。

“文学权力可以干预评奖的公正，但是，绝不可能获得普遍的价值认同。”
——自打这届鲁迅文学奖揭晓，文学界就没消停下来。专栏作家单士兵认为，针对

鲁奖乱象，针对文学权力疯狂变现，现在必须拷问这种行为的公正性，进而对文学权力

的失范行为进行问责。

针对西安市长安区民政局办理离婚

每日“限号”10到15个，排完不再办理引

多方热议一事，当事方回应称，他们不干

涉婚姻自由，采取此项措施旨在挽救盲

目离婚家庭。从 2012 年 3 月实行至今。

（8月17日中新网）
“限号离婚”，民政部门可以说是出

自好心，目的是为了尽量挽救离婚家庭；

但离婚者们也可以指责民政部门是懒政

惰政，是行政不作为。“限号离婚”，不仅

超越了依法行政的边界，还有干涉婚姻

自由之嫌。面对这样的质问，想必民政

部门会哑口无言，无以应对。

其实，民政部门的“限号离婚”初衷，

不过是杞人忧天罢了。个中道理很简

单：人家真想离婚了，“限号”也挡不住；

不想离婚，你不限号，人家最终也离不

了。哪怕是真因为斗气、冲动离婚了，事

后冷静一番，人家也会复婚。我们不要

给他们贴“游戏婚姻”的标签——充分赋

予人们结婚、离婚的自由，这是社会的一

种进步。抱守残缺，自我欺骗，苦守一份

无爱的婚姻，那才是真正悲哀的婚姻。

鞋子穿在自己脚上，方知是否合脚；

围城之人，冷暖自知；而婚姻自由又赫然

写在宪法和《婚姻法》里。作为个别民政

部门，何必自作主张，自以为是地搞什么

“限号离婚”呢？

依法行政，是不可乱被创新、自由裁

量的。“限号离婚”，实质是假借“创新”名

义之下的违法行政。假如哪一天，来了

一对熟谙法律与政策的离婚者，他们不

服“限号离婚”这一土政策，依法辄诉民

政部门违法行政，那可真是一告一个准，

该民政部门必输无疑。

国际追逃追赃拓宽中国反腐广度

国际追逃追赃已成为我国反

腐败斗争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公安部于7月启动“猎狐2014”缉

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专项

行动，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公安

机关已将18名重大经济犯罪境外

逃犯成功缉捕回国，给妄图外逃

的腐败分子以震慑，打破贪官外

逃避责的幻想。@北京青年报

“动商”能否成为青奥会最大
的遗产

中国的家长无不重视孩子的

智商、情商培养，但对于动商，也

就是孩子的运动能力、运动潜能、

动手能力，家长并没有足够的认

识，轻视体育运动对个人成长的

重要价值由来已久。但现在，动

商理念正面临一个千载难逢的机

遇，那就是南京青奥会。@央视
网新闻

“限号离婚”：
“创新”名义的违法行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