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支甚至中饱私囊。从近几 年纪检监

察部门查处的领导干部贪污受贿案件

中来看，“落马”者多为“一支笔”。其主

要原因是没有正确对待手中的“笔”，他

们把党和人民赋予的“一支笔”，变成了

捞取个人好处，侵吞国 家资财的“一支

笔”。其三是“一 支笔”易产 生特权思

想。在签字报销时会对亲者 密，疏 者

远，刁难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易在“一

支笔”利益的驱动下，垒小山头，搞小集

团，给工作带来诸多不便。其四 是监督

难以到位。“一支笔”在一个地方如 同

“太上皇”，往往会出现“上级监督不到，

同级监督不了，下级不敢监督”的状况。
使大多数人眼里看不惯、心 里不顺气，

嘴上不敢说，干 工 作不 卖劲。笔者认

为，财务开支实行集体研究审批制好，

这样做可以 搞好监督，提高财物管理工

作的透明度，防止腐败滋生，堵塞漏洞，

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把工作搞得更好。
（作者单位：河南省扶沟县土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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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裁减冗员，特别是裁减管理

者中的冗员，成为企业改革一项重要内

容。一个个南郭先生，一个个站惯了的

贾桂，告别了依依不舍的“铁交椅”。留

下来的企业管理者不再是“一张报纸看

半天”的“混世儿”，而是一个顶三的“工

作狂”。
然而，改革并非齐头并进。有的企

业效 益太低，僧多粥少，裁减冗员比较

顺利；有的企业效益不错，多几 个管理

者无碍大局，人多好 办事、人多出奇迹，

被企业视若神明，减员倒似“千千结”。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诺斯古法·帕金森通

过长期调查研究，写过一本《帕金森定

律》。他阐述了现 实生活中机构人员膨

胀的现象，揭示 了 产生的原因及后果：

对于一个不称职的官员，他可能有三条

出路，第一，申请退职，把位子让给能干

的人；第二，让一位能干的人来协助 自

己工作；第三，任用两个水平低的助手。
这第一条路是走不得的，那样他会丧失

许多利益；第二条路也不能走，因为这

个人将来会成为 自己的竞争对手；只 有

选择第三条路最适宜。于是，两个平庸

的助手分担了他的工作，他自己则高高

在上发号施令，他们不会成为 自己晋升

的障碍；而两个助 手既 然能力不 济，他

们又上行下效，为自己找两个更加 无能

的助手。如此层层反复，就形成了一个

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相互扯皮、推诿、

牵制，效率低下的领导体系。
帕金森定律明明白白地揭示 了这

样一个道理：不称职的领导人一旦占据

领导岗位，庞杂的机构和过多的 冗员便

不可避免，整个大生产的管理 系统就会

形成恶性循环，陷入难以 自拔的泥潭。
这个定律告诉我们，搞好一个企业，需

要一个真正有本事的经营者，这个人起

码要善于驾驭，精于运筹，有大将风范，

不至于事事无主见，处处要人指点；需

要企业领导班子的精干高效，这个班子

人不在多，有能则灵，成员宁可少些，也

要好些；宁为“有缺点的战士”，也不要

“没头的苍蝇”。
帕金森定律虽无新意，却把我们一

些公有企业的用人现状 刻 画得入木三

分。一些企业初办时条件并不逊 色，只

是来了一位无能的厂长，只是这位厂长

“任人不避亲”，竟把那些连名字也写不

好的七 大姑、八大姨弄进来了，只是一

个个跃跃欲试、大展宏图的能人志士负

气出走，才使这“小巨人”企业“病来如

山倒”。一些本不错的国有企业，自从

有了 用人自主权，厂长经理 变着戏法也

要压制那些有“野心”者，轻 用、不用那

些有真本事却“气焰”颇为“嚣张”者，于

是，“拜把子兄 弟”一个个执掌“帅印”，

“拜把子兄 弟”的嫡 系又 一个个把持要

害部位。结果，干的不如 看的，高工 不

如文盲，“穷庙富方丈”必成下文。一些

公有企业之所以 竞争不过私有企业，皆

因为私营企业主用人以 事业为重，不用

担心 重金所聘之人会与自己争权夺利，

而少许公有企业的 头头唯恐下属胜己

一筹而无诚心聘用，聘后也是给职不给

权。一个心胸狭窄的经营者，为一个个

低能儿开启了大门，却把一批批有为之

人拒之门外。
有人说，一个企业的成败，70% 取

决于经营者的作用，30% 取决于职工 的

工 作热情和积极性，而职工 的这种工作

热情和积极性，又取决于领导者在多大

限度内去诱导和调动。这话千真万确，

也足 以 说明：在改革中，最要紧的是配

备一名有远见卓识、有“三顾 茅庐”诚心

和识 才容才雅量的企业一把手；有了这

样的 企业一把手，才 高八斗的“诸葛

亮”、运筹帷幄的“智多星”才能归依门

下。作为一级党政，搞好企业最急切的

是尽快调整那些闹不团结的“散班子”、

以权谋私的“烂班子”、不胜任 工 作的

“老班子”，选派懂经营、善管理、开拓创

新的带头人。有了一个好带头人，选人

时才能举“大节”而赦“小过”，企业“人

本管理”战略 才能落到每一位员工 心 坎

上。
为了使企业的人员配置精干高效、

优化 组合，根据帕金森定律，必须切切

防止错选企业一把手，“兵熊熊一个，将

熊熊一窝”。西方用建立企业家人才库

和企业家人才市场的办法选人聘人值

得借鉴。只 要深化一把手在人才管理

中“一荣俱 荣、一损俱损”作用的认识，

只要真正 用市场经济的 办法选拔企业

干将，只要为职业企业家队 伍的发展壮

大提供适宜的土壤和体制条件，营造企

业家市场化的机制，那么，用不了多久，

我们的企业就会再度辉煌！

（作者单位：江西上饶地区行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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