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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2/2021_2022__E6_9D_8E_E

7_A5_96_E5_8D_8E_E8_c26_22989.htm 中国有句老话：“靠山

吃山，靠水吃水。”因此，某些现象长久以来都被人们见怪

不怪、习以为常地接受着，即便偶感不平，也不过是发一两

句牢骚罢了，很少会从制度上去追究它们的合法性。譬如，

我们常常看到某些人越过候诊室里的长龙不用挂号直接就找

大夫看病开药，看到某些人在拥挤不堪的火车站台上拿着个

本本向列车员一显径直就迈上卧铺车厢，看到电力局的家属

整日整夜地开着空调每月却只要出几十块钱电费，重点中学

教师的小孩不用考试不用交“择校费”直接就可读本校，等

等。 最近，一个新词汇“福利腐败”成为媒体和公众的焦点

。“福利腐败”是指一些垄断性行业将自己掌握的行业资源

无偿或者廉价地向本行业的职工和家属提供，在福利的名义

下形成的行业腐败现象。 我们可以将“福利腐败”的历史根

源一直追寻到存在于计划经济时代的“集体主义”社会福利

体系，但那时的得利者群体相当庞大，可供分利的资源却十

分有限，因此，还无法将腐败、垄断等概念和福利联系起来

。福利一旦成为腐败，便意味着在不成熟市场体系运行下的

行业垄断得以形成。 “福利腐败”是经济转型时期的现象。

如果我们忽视它，它就像一颗依附于体制的“毒瘤”，慢慢

地侵蚀它的肌体。 首先，从经济体系的环境——社会来看，

“福利腐败”破坏了社会公平准则，使贫富差距日益拉大。

按常理，社会福利应当是由全社会承当，用于帮助、扶持社

会弱势群体的，而不是给收入已经很高的垄断企业员工的。



现在，垄断企业却利用公众给予它们的强势地位，将企业福

利的成本转嫁于社会，这和“劫贫济富”没什么两样，严重

破坏了社会公平，使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其次，从宏观的经

济主体国家来看，“福利腐败”不仅会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

，还会造成国有资产的巨大流失。由于福利低于市场价甚至

是无偿的，势必会使部分剩余福利进入市场流通，冲击正常

的市场经济秩序。例如，福利房被炒卖和火车免票证、学位

名额被倒卖便是常见于报端的投机倒把事件。“福利腐败”

最大、最明显的危害在于把国有资产、税收等全民财富以福

利的名义转为个人财富。 最后，从微观的经济个体——企业

来看，“福利腐败”表面看是垄断企业本身得利，但实质上

它们是在扼杀自身的活力，无异于“慢性自杀”。现在看来

，垄断行业虽然臭名昭著，却丝毫也不减弱其在公众眼中“

风光无限”的吸引力，可是，如果我们透过这层绮丽的薄纱

，直入其内部，理性会让我们的良知触目惊心。这何尝不是

对“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一种活生生解读呢？一个不断

将经营成本提高的企业，其市场竞争力也必然不断削弱，在

垄断状态下，它可以转嫁给国家，一旦打破垄断，进入市场

竞争状态，又将如何自存呢？ 铲除“福利腐败”，必须从根

子上打破行业垄断。企业只有面临市场压力，才会主动去控

制成本，才会有自发消除“福利腐败”动力。但是，鉴于中

国转型时期的特殊情况，较为现实的做法是，在继续推进市

场化改革的同时，通过立法来形成对垄断企业的制度化约束

，像建立公众广泛参与的价格听证制度和专门针对垄断企业

的成本核算制度，出台《反垄断法》，等等，都是刻不容缓

的。 相关内容：李祖华谈北京公考申论热点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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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