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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滥了、乱了、烂了？

最近关于深圳市政府向马化腾发放住房
补贴的新闻，引起了公众的热议，马化腾的个
人财富近300亿，却依然领取深圳市“地方级领
军人才”每月 3100元的“购房贴息”，这实在有
点违背常理。

实际上，这样的政府奖励绝非孤例，此类
官方犒赏几乎泛滥成灾：

2008年12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授予张
艺谋、李宁杰出贡献奖，分别奖励100万元，表彰
两人为北京奥运会和广西发展做出的贡献。

政府重奖企业的更是多如牛毛：
今年 9月，广东佛山三水区政府隆重举行

“自主创新和做大做强突出表现企业表彰会
议”，给予好帮手公司110万元的重奖。

2008年，江苏省政府拿出了 4600多万元，
奖励省内203家获得“中国世界名牌”、“中国名
牌”和“驰名商标”称号的企业。

攀枝花市有个机构，因为种植“攀枝花芒

果”，申报成功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也
获得了市政府50万元重奖。

类似这样的由各级政府出钱，补贴或者奖
励当地的成功企业及其骨干的做法，已蔚然成
风。这样做说起来似乎有理：这些企业贡献了
就业与税收，为社会造了福，为当地争了光，政
府应予鼓励重奖。

重奖背后是政绩工程

不过这种貌似有理的做法却仅仅是中国
特色，并不符合“国际惯例”。

对于北欧小国芬兰来说，诺基亚可谓是这
个国家经济的中流砥柱，它占了芬兰国内生产
总值的 1.5%。诺基亚及其子公司为 530 万人
口的芬兰提供了 6万个就业机会，芬兰引以为
傲的研发投资，有1/3的经费，来自诺基亚。但
是，从来没有听说过政府巨资重奖这个企业，
或者重奖诺基亚的老板、科研人员。

再看看比尔·盖茨，他对美国的贡献要远
远大于马化腾对区区一个深圳的贡献吧，但

是，即便获得美国国家技术奖的
比尔·盖茨能够得到的仅仅是一
块铜制奖牌，唯一的“实惠”就是
在白宫和总统握手合影，没有一
分奖金。这个奖章由国会于
1980 年设立，1985 年首次颁奖，
主要授予那些具有美国式创新
精神，并在提升国家的全球竞争
力方面有着杰出表现的美国公
民或者美国机构，以表彰其在促
进技术应用、提高就业率、改善
生产力水平以及刺激国家经济
发展方面取得的突破性贡献。

此外，美国还有一项专门
针对未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
奖项，那就是美国总统学者奖。
该项目始于 1964 年，用以选拔
和表扬美国最杰出的应届高中
毕业生。每年最多可有 141 名
优秀高中毕业生获得总统学者
奖。获奖者将免费获邀参加在
首都华盛顿举行的国家荣誉周
活动，并在白宫主办的颁奖仪式
上接受总统学者奖奖章，但是也
没有一分钱奖金。

难道美国和芬兰等这些国
家的政府没钱奖励人才吗？当
然不是。这涉及首先就是权力
是否受到制约的问题，在这些国
家，拿出纳税人的钱奖励任意公
民，首先遇到的就是合法性的质
疑。对于一个依法行政的政府
而言，要花钱必须遵循“法无授

权即为禁止”的原则。实际上在我国，即便翻
出现有的法律法规，也找不到允许政府重奖某
个市场主体的法律条文。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可以在法律和议会的
授权下，在一些公益、公众事业方面投入和花
钱，但对于企业这种市场主体或者个人的奖
励，很容易造成不正当竞争，实际是扰乱市场
经济秩序，是行政权力的越位，这不符合市场
经济的原则。

在市场经济之下，企业在经营上取得了成
功，自然会得到市场的回报，个人的成功也是
如此，并不需要政府再拿纳税人的钱去重奖一
次。何况是去重奖那些本已成功的企业或个
人，往往是给法拉利车主奖 QQ 车，也起不到
什么激励作用。

相反，如果政府这样滥发奖金，又缺乏相
应的监督，这种奖励很可能有官商勾结的嫌
疑，极易滋生腐败。

政府滥发重奖的行为，说到底是一种政绩
思维在作怪，当政府想抓某项工作，就拿钱奖
励，需要这方面的政绩，就在此处用奖励树一
个典型。其实质是政府自己的一种政绩投资，
或者说，是政绩工程的一种隐蔽的表现形式。

体制内奖：信任危机空前

说到奖，除了这种金钱和物质奖励，还有
一些荣誉性的奖项，这些年，中国的奖项可谓
是遭遇空前的信任危机，一些原本公信力很
高、含金量十足的奖项或荣誉头衔，也在一片
乱象中迅速烂掉。

鲁迅文学奖、金鸡百花奖，都拥有较长的
历史，公众认同度很高，被认为是各自领域的
最高荣誉。但这两个奖项近年来却负面新闻
频出，公信力已大不如前，奖项的含金量在行
内行外都已大幅下滑。

最近，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奖结果出炉，
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获奖。这位官员诗人
一夜爆红，两首旧作《徐帆》和《刘亦菲》被网友
命名为“羊羔体”，并认为这诗代表“回车键里
出官诗”的时代终于来临，更有网友模仿其写
作风格，写出了一首以《车延高》为题目的诗。
公众的恶搞，是对该奖的极大蔑视。

实际上，上一届的鲁迅文学奖也备受舆论
质疑。据媒体报道，担任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评
委的雷达、李敬泽、何建明和洪治纲等人，同时
成为该届鲁迅文学奖的获奖者。有评论指出：

“最耸人听闻的是，多达四个终审评委同时也
是获奖者。”这在世界各国的文学评奖中，绝无
仅有。

对于金鸡百花奖，韩寒的评点很幽默：“其
实我一直不知道金鸡百花奖到现在还在颁奖，
我以为这些奖早就倒闭了。”这个曾经让亿万
影迷热情参与投票的大众奖项，如今已经门庭

冷落，失去观众参与价
值的金鸡百花奖，只不
过是业内人士的一次自
我狂欢与吹捧而已，好
像和亿万观众无关了。

明码标价的信誉

如果说鲁迅文学
奖、金鸡百花奖是在争
议声中褪了色，含金量
大不如前，还有些奖项，
则是在腐败中彻底崩溃
了。

前些年我们经常
在电视广告上、在食品
包装袋上看到“国家免
检产品”的字样，似乎是
定心丸，表明质量信得过。在最初的日子里，
这个荣誉头衔确实也还算靠谱。不过自三鹿
系列事件之后，人们发现，“免检”早已沦落为
了“不检”和“不管”，最终，“国家免检产品”也
从食品包装上被取消了。

与之类似的还有“中国驰名商标”。去年
底，《法制日报》披露了辽宁的一桩驰名商标造
假案。辽宁某地多名法官、律师涉嫌与当事人
串通，制造通过司法认定驰名商标的假案。“你
给我50万，我就把驰名商标给你弄来。”法院系
统的一位专家做调研时就遇到很多代理人如
此明确地承诺。

曾任湘潭中院民三庭副庭长的黄伟也提
供“一条龙服务”，通过司法审判认定了多个中
国驰名商标。

这些司法腐败直接造成了一些省驰名商
标的认定数连创新高，其中绝大多数是通过司
法认定形成。就连许多当地人也闻所未闻的
品牌，竟然一夜之间成了“中国驰名商标”。两
会期间，多名全国人大代表曾大声疾呼“驰名
商标”出现欺世盗名，建议干脆取消。

什么样的奖才有价值

这些原本含金量很高的奖项为什么会烂
掉？什么样的奖才有价值？要回答这些问题，
首先要弄清奖项的本质是什么。奖项是一种
荣誉，其实质是一种社会信誉。在一个奖项背
后，是信誉在支撑着它，信誉度的高低决定了
这个奖项的价值。

奖项的烂掉，其实质就是它背后的信誉体
系的坍塌。为什么好好的一个体系会坍塌
呢？就是有人拿已经建立起来的信誉去做交
易，去卖钱，一步步啃光了之前积累起来的信
誉。没了信誉，这个奖项自然也就不值钱了，
再拿来卖，也卖不出个好价了，因为公众不认

了。
有些奖项是政府设立的，在我国，绝大多

数有影响力的奖项和资格认定，都来自于政
府。这些奖项的信誉，实际上是以政府信用作
担保的。政府，作为最主要的公权力组织，本
来是具有天然的信誉度的，这是政府奖项的天
然优势。

但政府机构主持的奖项也有天然的劣势，
那就是腐败的威胁，政府机构的主事者一般任
期有限，如果它手中的权力缺乏监督的话，这
个奖项实际就成了无主财产，没有人会珍惜
它。掌握权力的人就会为了私利去透支这笔
财富，直到搞垮它的信誉。

来自民间或者某个企业的奖项荣誉，在权
威性上高于政府的，这样的例子在全世界数不
胜数。像民间企业一样，这些奖项的归属一般
是清晰的，搞好搞坏都是他自己承担后果。民
间奖项的含金量来自于自由竞争，谁都可以设
立一个奖，但这个奖是否被社会认可，全靠自
己去竞争，去积累信用。

比如每年的金球奖评选，由《法国足球》杂
志主办，其权威性被普遍认为高于国际足联的
世界足球先生评选。还有《福布斯》杂志的富
豪榜、《消费者报告》(Consumer Report)的汽车
系列调查报告，这些民间机构自己评选的荣
誉，都是该领域的头号权威。

钻石评级证书更不是开玩笑的事，目前公
认的四大证书 GIA、HRD、EGL、IGI，有政府
的，也有营利企业的，都极具公信力。

在改革开放初期，学者们讨论改革可能的
结局，有人认为改革最糟糕的结局，莫过于权
力与资本的结合，打的是政府公权力的幌子，
私下里谋的是掌权者的私利。这句话对于奖
项同样成立，一个奖项最怕的就是，它利用的
是政府的信誉，实际是被掌权者拿去做私下的
交易。这种计划市场两边都不靠的状况，是最
糟糕的。 据《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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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9日在“全国煤炭工作会议”
上表示，估计今年的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要比3%
稍微高出一点，这是国家发改委官员今年以来首次表
态，称全年CPI可能高于3%。今年年初，我国设定的
管理通胀预期将全年CPI增长控制在3%的水平。

承认CPI超标，势必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因为一旦
超标，则宣告年初的既定目标未能实现，进而表明相关
部门有失职之嫌。但凡洞悉现实语境的人都应该知
道，这对官员来说意味着什么。但再艰难也应该承认，
不承认，后果更可怕。

其实，CPI突破3%所带来的痛感，更具化到了饮
食男女的日常生活中。从“菜篮子”到“米袋子”，从“气
坛子”到“油瓶子”，从“穿的”到“抹的”，从“吃的”到“坐
的”，各种商品的价格都翻着筋斗往上蹿。网友有这样
一个段子：大蒜涨价——算你狠、绿豆涨价——逗你
玩、汽油涨价——由你长、生姜涨价——将你军、白糖
涨价——糖高宗、苹果涨价——凭什么……稻花香里
说“疯”年，听取“涨”声一片。深圳市民还到香港打酱
油，因为一瓶500毫升“李锦记”生抽在香港的售价折
合人民币为5.95元，而在深圳超市的价格是6.6元；还
有市民如此感叹，“一碗拉面都能吃出CPI温度，这钱
包里的钱是越来越不经用了”，“以前还仅仅是‘房奴’，
现在成‘菜奴’、‘饭奴’了，现在我们活着的目的，仅仅
是为了能‘活着’。”至于其他更沉重的怨言和哀叹，更
是让人不忍卒闻。

承认CPI超标，方是抵达真相之始。真相在不掺
水的真实数据里，在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在相
关部门的实地调研里……如果CPI明明已经超标，相
关部门仍然面不改色地否认，或者坚称仍是3%，这显
然是不负责任。

承认CPI超标，天塌不下来。以往，不少官员陷入
指标主义的漩涡不能自拔，为了达到预期目标，无所不
用其极，甚至不惜弄虚作假，数字挺好看，但华而不实，
轻轻一挤皆是水分。制造满是水分的数据，无论应付
上级还是愚弄民众，都会使政府公信力受损，激起民
怨。承认CPI超标，老百姓才会心安，才可能摆脱被愚
弄之感，同时决策部门才能更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

CPI已经超标，接下来该怎么办？如何抚平民众
特别是弱势群体心中的创伤？我们看到，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正在组织研究、拟订完善公务员工资制度
方案，基层公务员收入与当地GDP变动乃至生活成本
将实现匹配。对公务员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社会上
的非公务员群体又该怎么办？他们如何才能跑过
CPI？工资涨得比眉毛慢，物价涨得比胡子快，在这种
困局中，决策部门更应该纾解困难群体的被剥夺感。

唯愿国家发改委的坦诚，能够刷新不少官员的陈
旧思维，并形成一种制度性安排，即尊崇事实，实事求
是，不遮蔽真实数据，也不给数据掺水。 石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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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消息说，国家民委正式任命腾格尔
担任中央民族歌舞团副团长。几乎同时，
陈思思也升任二炮文工团副团长。相比
前两位的喜事临门，本月初范冰冰因近年
工作出众将继续担任西影演员剧团副团
长却引来了不少争议。有评论认为，一个
一年只开了几次会的副团长，还是一个称
职的副团长吗？（《重庆晨报》11月10日）

我不清楚时下是否正值文艺团体
集中换届选举，还是有关文艺团体不谋
而合联袂推出的“合并同类项”明星新
闻。对这三位新任和续任的明星团副
以及此前更多的明星副县、副厅现象，
尽管坊间和网民七嘴八舌“瞎嚷嚷”，左
看不惯，右观不服，但我觉得，叫好和不
叫好都无所谓了，因为，明星做官早已
见怪不怪了，似乎谁也干预不了，你还
穷嚷嚷什么？

然而，即使干预不了，作为一个哪
怕是很无奈的“看客”，如同莎士比亚说
的：“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
特”，其五味杂陈的观后感还是油然而

生的。有人说，现在社会已经进入“灰
色时代”，对很多事物的判断臧否不再
是简单的非黑即白，而是黑与白的调和
色——灰色。对明星团副之“乱炖”性
思考似乎也应照此推论。

明星做官有错吗？我觉得，至少没
大错，符合专业化、年轻化、知识化等用
人“硬杠杠”。既然学而优则仕大行其
道，为何不能演（唱）而优则仕？难道让
一个农民劳模去领导一群演唱业务精
的团队抑或让这些明星演员去当乡镇
长？从这个意义上讲，明星做本行业的
官没错。尽管有的明星有这样和那样
的“绯闻”，但无碍升迁。人都有优点和
缺点，想用你，那就是虽然有缺点但是
更有优点的思维逻辑；不想用你，那就
是虽然有优点但是也有缺点的思维逻
辑，这都不重要。

明星只做团副意味着什么？这几
家文艺团体的“集体换届”全部任命的
是明星“团副”，妙就妙在这儿：对用人
单位来讲，有个明星团副，既可以大大

提高团队知名度、美誉度和形象度，又
不至于使他们过多干政；对于明星团副
而言，平添一顶官帽，就意味着“担负有
限责任，带来无限荣耀”，一个有所求，
一个有所欲，如此“双赢”，一拍即合，何
乐而不为呢？

明星如何做官？此间曾经有人质
疑，范冰冰一年只来西安开几次会，西
影是用范冰冰在炒作。我觉得，这些质
疑实在是近乎“迂腐和幼稚”：你难道还
指望组织部门按照常规要求考察她的
德才勤绩直至年底考评打分？听听西
影副总经理赵平坦率得不能再坦率的

“考评”吧：范冰冰虽不能天天回西影坐
班，却也为西影传回了大量电影信息和
动态，为新电影的决策、培训新人等做
出很大贡献。

对于西影的“鼎力支持”，范冰冰确
实不会讲“官话”，她说，一定会多拍好
戏，争取为西影多做贡献。这种难逃

“学生腔”的稚嫩或许是对明星团副的
委婉讽刺吧！ 党贺喜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
给人看的悲剧

现在很多人都是“相识满天下，知心无几人”，没真朋
友的生活成为生活的常态。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
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对2012人进行的调查
显示，77.9%的受访者坦言身边真正的朋友很少，其中
6.7%的人表示自己几乎没有真正的朋友，仅1.1%的人表
示身边的知心朋友“非常多”。受访者中，“80 后”占
49.9%，“70后”占33.3%。（11月11日《中国青年报》）

朋友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彼此有交情的人。生
活中，很多人的交心朋友、贴心朋友不是刻意交来的，
而是遇到的，是由志趣相投、性格相合等因素促成的。
人谓知己难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现代人交友方式
有很多，交到什么样的朋友往往是凭借运气。

朋友方式，是一种循序渐进的情感模式。真朋友
所对应的另一个词语是假朋友，即假模假式的朋友、假
心假意的朋友。假朋友也是交来的，有时候还是以假
换假。交友不从真情考虑，不以心换心，而是把现实利
益作为首要考量，交到的朋友，绝不会是真正的朋友。
由利益换来的友情，就像是暗中的一把刀，利益不再，
它会随时随地割断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利益为纽
结，其相互利用的关系中不存在真情，它只有庸俗社会
学里的套路。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结朋交友是件很感性的事
情，需要有判断力、辨别力，还要确认自我角色和自
我认同。朋友关系有深有浅，既可做莫逆之交，也可
听信孔子，对朋友“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无情
无义之人不会有朋友，朋友是一句温暖的话，一杯醇
厚的酒，一段人生的记忆。“朋友有信”，无信不立，无
信就不会有朋友。无疑，现在的社会缺乏利他精神，
多的是自利的狡猾、狡诈。利他主义是朋友关系中
一种既常见又可贵的东西，一个人只有时时在乎朋
友的感受，付出自己的真心，才可能得到对方的真情
回应。所谓患难见真情，就是真挚待友，同悲同喜，
一起承担。朋友是一种社会资源，但它不是一种功
利性的社会资源。那些钻窟窿打洞所结交的官场朋
友、生意场朋友，看似对自己有帮助，有的也真有实
际性的帮助，但这些朋友不是不牢靠的朋友、无用即
弃的朋友，就是见利忘义的朋友、翻脸不认人的朋
友。交友不慎，常是酿成个人生活悲剧的根源。狐
朋狗友、酒肉朋友，所构成的是一些人的交友方式，
还是他们所选择的不良的生活方式。认错友、交错
友怨不得别人，要怨只能怨自己。

一切向钱看，一切以利益为取舍标准，交友多从自
身考虑，所折射的是近些年来社会道德、伦理观念的变
迁和人际关系的变异。朋友一词在这个时代被滥用，
纯粹的友谊、纯正的友情难觅踪影，是一种不堪承受的
生命之轻。它是一个社会学、伦理学所要研讨的主题，
亦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人生与社会悲
剧。 今 语

《钱江晚报》报道，施德扩曾先后任温州3个县的公安局局
长，以打黑闻名，人称“打黑公安局长”。但同时，他又公然收受
贿赂，以权谋私，坊间流传着他生活腐化的段子，被叫做“流氓局
长”。施德扩因被检察机关指控在担任温州市公安局龙湾区公
安局长期间受贿66万余元，在苍南县法院接受审判。

公安队伍中的打黑英雄堕落为黑手贪官
的例子，据新闻报道的披露看来并非个别现
象。平心而论，他们当初的积极打黑，或许也
有身在其位不得不为的表演成分，或出于累
积政绩以捞取继续向上爬的资本的动机，但
不能否认多数人还是参与真打而且狠打了一
批祸害百姓的黑社会势力的，因而可以说是
确实曾经为人民立过功的。但是何故会使时
代的功臣沦为人民的罪人呢，倒是当今社会
值得人们认真思考的一个现实问题。

不能排除极少数坏人混进公仆队伍的可
能。但是即使是好人，假如被授予权力之后，既
缺少自律的能力，又没有相应的管束这种权力
的严密的制度、制约这种权力的广泛的监督，以
及惩治滥用权力的严厉的手段，那么，绝对的权
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就是难免的结局了。

譬如这施德扩，腐败业绩中最大的一笔
正是从私营企业中“搭干股”分红。明眼人一
看即知，他所投“股份”，不是资金，不是土地，

不是技术，而是手中掌控的权力。以权力为企业主保驾护航
谋取法外不当利益的同时，他也获得了丰厚的贿赂，同时将
自己划入了腐败公仆的可耻行列之中，亲手葬送了自己的政
治生命。有道是：“打黑局长”伸黑手，邪道放胆捞肥油；可
怜曾经英雄气，化作烟云逐水流。 吴之如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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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黑局长”伸黑手

车延高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车延高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百花奖获奖图片百花奖获奖图片（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