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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用“换饭碗”的办法

来精简机构必须严防

权力进入交换领域

从历史上看，一个政府很难自

己解决自己的冗员问题。还是改革

年代的群众有创造力。过去认为无

法解决的难题现在找到了办法。我

记得这个办法最早是卓资县创造

的。这个办法具体介绍要千言万

语，说穿了就是一句话：先造一个

“金饭碗”，用“金饭碗”来换国家干

部手上的“铁饭碗”。所谓造“金饭

碗”，就是让党政官员出来办各种

经济实体，或者把某些政府部门转

变成经济实体。这些在经济实体里

工作的官员很多人开始是一身二

任，逐渐和政府脱离关系，最后完

全变成了商人。既精简了机构，又

活跃了经济。

官员们在“换饭碗”过程中，有

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这就是利用

政府的权力经商。过去的物资局变

成了物资公司。它既有管理权力，

又有赚钱的目标，这就很容易用手

上的权力实现经营目标。“下海”的

官员也会很方便地找到领导人为

他批条子，要到种种优惠，或无偿

得到地皮。这样，权力也就进入了

市场。

搞市场经济并不是什么都能

进入市场的。权力就绝对不能进入

交换领域。权力应当在更高的层次

上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它应当公

正地对各种利益个体进行管理，监

督，协调，不能参与到利益个体之

中。权力一旦进入了市场，它就失

去了公正，也就失去了管理能力，

社会就会出现极大的混乱。设想一

下，如果球场上的裁判员一边吹着

口哨一边自己去踢球，球场会出现

什么样的情况？权力进入市场以

后，权钱交换，权权交换，必定腐败

丛生，民怨沸腾，这还能搞什么市

场经济？

看来，用“换饭碗”的办法来精

简机构，必须严防权力进行交换领

域；要保证中国改革大业成功，必

须严防权力进入交换领域；要保证

社会长治久安，也必须严防权力进

入交换领域。

（摘自 2 月 11 日《经济参考

报》杨继绳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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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三个有利于”是

判断各方面工作

是非得失的标准

何祚庥在《真理的追求》1993

年第 1 期上撰文认为，判断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是非得失的标准就

是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中所提出，在

十四大政治报告中所强调，并且在

十四大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

章》中所最终表述的：“各项工作都

要把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

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

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

活水平，作为总的出发点和检验标

准。”

为什么各项工作都要以“三个

有利于”，而不是以“一个有利于”，

亦即不仅仅以发展生产力作为总

的出发点和检验标准？这是因为

“在社会主义根本任务问题上，指

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

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科学

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振兴经济首先

要振兴科技。”（《十四大报告》）

1978 年，“我们党在十一届三

中全会前后领导和支持了关于实

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这场讨论冲破个人崇拜和‘两个凡

是’的束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思想路

线的拨乱反正。”（《十四大报告》）

然而实践有三种基本的形式：

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

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真理论

中的实践标准用于社会主义建设，

就必然进一步具体化为“三个有利

于”，而不是只局限于“一个有利

于”，或局限于“生产力标准”。

把“三个有利于”归结为“一个

有利于”，其后果之一，就是抽掉了

要通过改革来“解放生产力”，抽掉

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抽掉

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

达到共同富裕”的这些“总的出发

点”和“检验标准”。

在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曾

经写下“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

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

发点和检验一切的根本标准”一段

著名的话。十三大正确地规定了

“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部工作的

中心”，所以也就提出了“生产力标

准”。然而，经过社会实践，到了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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