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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1/2021_2022__E7_83_AD_E

7_82_B9_E6_97_B6_E8_c26_21874.htm 政府应敏感地注意到当

前利益关系出现变动、利益阶层和利益集团正在形成的现实

，防止政府决策被某些利益集团“绑架”，形成“强者越强

，弱者越弱”的“马太效应” 《望》周刊近日刊文指出，随

着市场化的发展以及政府拥有广泛资源与强大干预能力，中

国的各种“ 从世界范围内看，现代利益集团的产生与市场经

济的发展大体同步，目前，中国社会的多元利益主体正在形

成，一些利益集团尽管没有十分完备的形态和固定的架构，

但他们的影子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已经清晰可辨。在此背景下

，政府应敏感地注意到当前利益关系出现变动、利益阶层和

利益集团正在形成的现实，防止政府决策被某些利益集团“

绑架”，从而加剧利益关系失衡，形成“强者越强，弱者越

弱”的“马太效应”，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如上引《望》

周刊文章所言，金融、能源、邮电、运输、基础建设等领域

的国有垄断企业，长期依托行政垄断，拥有强大的博弈能力

，为维护龙头地位、持续获得垄断利润，有些垄断企业在政

界、学界、传媒界网罗代言人，极力排斥行业竞争和民营经

济介入。与此相反，农民、农民工、城镇下岗职工等相对弱

势的人群，组织化程度较低，拥有的社会资源较少，利益表

达渠道不畅通（故严格说来，一些弱势人群尚未形成利益集

团），同时他们的利益基础很脆弱，权利和利益更容易受到

侵害，因此主张权利、表达利益的愿望尤为强烈。因此，特

别应当着眼于为他们创造多种表达渠道，引导他们通过组织



化、合法化的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当下之计，为相对

弱势人群创造更多的合法表达渠道，关键要让他们也像相对

强势的利益集团那样，寻找到合适的利益代言人或中介组织

。利益代言人可以是该利益群体中的一分子，比如人大代表

中的农民代表、工人代表，或者是乡村、社区、行会、工会

等一定范围内产生的“意见领袖”，可称为“直接利益代言

人”或“本色代言人”；也可以是该利益群体之外的其他人

，比如为农民、工人的利益奔走呼号的记者、律师、作家、

社会活动家，可称为“间接代言人”或“职业代言人”。 第

一种代言人由于与自己所在的利益群体休戚相关，能够最全

面、最彻底地代表该群体发言；第二种代言人则有更娴熟的

表达技巧和更强大的表达能力。相对弱势的利益群体在寻找

代言人，代言人也在寻找自己可为之代言的利益群体，双方

经由法律的保障和组织化的途径，形成“被代言”与“代言

”关系，有助于疏通和强化相对弱势人群的利益表达，推动

并完善他们的有序的政治参与。 较之各种利益集团而言，政

府不是也不应该是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在利益分化、矛盾

凸显的社会转型期，如何站在公平、公正的立场，充分吸纳

各利益集团的利益表达，协调和平衡强势利益集团与弱势人

群之间的关系，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个严肃课题。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