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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投商界
專家：社會進步新景象 需築好制度籬笆

春節剛過不久，有媒體曝出已有多位證監會官員完成離職
手續，引起輿論嘩然，包括中國證監會辦公廳副主任江

向陽辭職去招商局任職；證監會創新業務監管部副主任王歐
到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的專項投資部任職等。從中央到地
方，官員辭去公職下海從商的報道去年以來從未間斷。除了
媒體曝光的官員外，據記者了解，還有為數更多的層級不高
的公務員在近一段時間裡已辭職下海，而在今年，僅在北
京、廣東兩地，還有一批公務員正考慮辭職，走向市場。

堪比1992年「小平南巡」後下海潮
「新一輪公務員『下海潮』的到來非常好，不僅精

簡了國家膨脹的公務員隊伍，而且多數官員都是很有能力的人，
這些人進入到市場，有可能會像92年那波『下海潮』一樣，成為
未來商海中堅力量。」全國政協委員、新東方科技教育集團董事

長俞敏洪向本報表示，他是典型的「92派」，即屬於
1992年那波下海潮的公職人員。據報道， 1992年全
國至少有10萬黨政幹部下海經商，數年後，中國工商
界的「92派」崛起，成為一段佳話。
在俞敏洪看來，1992年那波「下海潮」是遇上了小
平南巡、市場經濟改革啟動的大好時機，而當下
這輪「下海潮」適逢市場發揮決定作用的全面改
革和互聯網大潮，兩波「下海潮」都趕上經濟社

會轉型的大好時機，結果應是「殊途同
歸」。
全國政協委員、重慶市口岸管理辦公室

副主任王濟光指出，公務員原本就是一個
社會工作崗位，與其它職業不應有貴賤之

分。對於這一點，公務員自己
要有清醒評估，社會民眾亦要

理性認知。職業取捨是個人的決定，在規範制度的前提下，應為公務員
「下海」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創造公平的競爭條件，讓選擇「下海」
的公務員通過自己的努力，為經濟社會創造更多的價值。

「灰色」利益減 轉行創更大價值
全國人大代表、湖南懷化市委書記彭國甫認為，國家通過一定機制來

吸引優秀人才進入公務員隊伍，也允許優秀人才投身市場、創新創業，
應建立和健全一個讓公務員自由選擇職場和實現人生價值的合理機制。
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王輝看來，一直以來，中國的公務員群

體往往處於這樣一種尷尬的境地：一方面，因為制度不健全，「灰色收
入」多；另一方面，房地產市場等價格扭曲，官員工資待遇被誇大。
王輝強調，隨吏治的推進，制度的規範，改革的深化，公務員「灰

色領域」的物質利益少了，承受的工作要求更高了，壓力更大了。在這
種情況下，官員的選擇難免受到收益成本的驅動。如果在別的領域能通
過創業創新獲得更大的人生價值，那為什麼都要擠在政府公共部門呢？
在發達國家，智商最高的人不一定在政府部門，更多的人願意在商海和
創新領域大顯身手，社會因而充滿強大旺盛的活力。
因此，「面對中國新一輪公務員『下海潮』，我們應該積極地看待，

樂見其成，因為這是中國社會的進步。」 王輝說道。

下海潮再現
兩會兩會聚聚焦焦

官員下海篇

內地多個省市近期紛紛有政府官員辭職下海，或加盟知名企業，或自己從頭創業，新一波官員「下海潮」風起雲湧。參加兩會的
多名委員代表普遍認為，在中央鐵腕反腐、整肅吏治、約束公權力的背景下，在中國改革進入市場發揮決定作用的新階段，萬眾創
新創業正逢其時，公務員轉換「跑道」投身市場，這是全面改革取得階段性成效的重要體現。只要構築好法律和制度的籬笆，防止
權力與財富勾兌，那麼，公務員們放棄「金飯碗」，成為市場經濟的弄潮兒，無疑是中國社會進步的一道風景線。

■香港文匯報記者軼瑋兩會報道

改革開放後四波「下海潮」
第一波：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改革開放初見成效，開始深入人心。
第二波：上世紀90年代初期。鄧小平南巡講話，中國啟動市場經濟改革。
第三波：上世紀90年代末至21世紀初。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開放力度加大。
第四波：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後。中國整頓吏治，全面深化改革，市場發

揮決定性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軼瑋兩會報道） 2015年
春節剛過完，投身基層公務員隊伍10年的何偉決
定辭去公職，加入大學同學創辦的公司，重塑自
己，換一種活法。何偉說，「待遇低、出路窄，
這是擺在基層公務員面前的單行道、獨木橋。」

晉陞路漫漫 熬完已退休
10年前，作為家中的獨子，何偉在大學畢業後
就聽從父母之令回到安徽一個地級市，投身公務
員隊伍，捧上了很多人眼中的「金飯碗」。10年
間，不甘於平淡的何偉一直在堅守與辭職中糾結
前行。何偉說，「昔日讓我安心滿足的公務員已
成雞肋。工作10年也才是個科級，全年收入不到
5萬，各種檢查、各種任務、各種總結、各種應
酬讓人毫無成就感且身心疲備，再加上晉陞之路
漫漫，熬到正處退休，一眼能望到頭。」

「大學室友的相邀，讓只是偶爾衝動的
辭職想法越來越強烈，一下子就站到了懸
崖邊緣，就差瞇眼一跳了！」何偉說。直
到去年經大學室友的游說，何偉才下定了
辭去公職的決心，加入同學創辦的手
機遊戲公司。
何偉告訴記者，

「想下海、想改變
生活」的想法，
在他這個年紀
的基層公務
員 中 很 普
遍，但要付諸行動，還是會變得很糾結。畢竟在
內地現實生活中，公務員仍是一個讓不少人羨慕
的群體，除了旱澇保收的穩定收入外，還有不錯
的社會地位和可能撬動的社會資源。他去年曾經

向其父母提過下海的想法，其母一聽就
哭了，歷數辭去公職的種種不利。
面對辭職「下海」的種種不確定性，何偉不
是沒有想過，但他現在已經做出決定，邁出了
第一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軼瑋 兩會報道） 在樂
見內地掀起新一輪官員「下海潮」的同時，有
專家提醒道，要警惕「下海」官員背後權力與
財富存在勾兌的潛在可能，應從法律、制度層
面予以遏制。
專家指出，在通常情況下，官員的級別越

高，能夠撬動的社會資源就越豐富。在法治不
健全、監督不到位的情況下，不排除一些官員
鑽制度的空子，在任時「施恩」於一些企業，
辭職後便投靠企業，兌現回報，並憑藉自己
的關係網，在商界折騰一番。在這種官員「下

海」的背後，實質上是權力與財富的隱形勾
兌，屬於另一形式的腐敗，應加以遏制。

審計離任官員
因此，應建立合理的監督體系，為權力變相
進入市場，設置重重關卡。比如，對離任官員
進行經濟責任審計，謹防一些官員通過辭職下
海逃避在位期間的責任，嚴查在位期間一些企
業謀求不當利益，辭職後到這些企業兌現個人
利益。
事實上，有的政府部門已逐步建立相關規

定，搭起制度
籬笆，嚴防利益輸
送。比如，中國證監
會此前針對官員「下海」
專門出台規定，明確證監會
工作人員(包括派出機構人員)離
職後，必須經過國家相關法律規定
的「冷凍期」後，才能去證券公司、基
金公司等監管對象任職。通常情況下，領導
人員的「冷凍期」為三年，一般工作人員為兩
年。

中國人有句老話：「千里做官，只為吃穿」。
在傳統觀念裡，當官與利祿是天然聯繫在一起
的，儘管社會變遷，但當官對國人而言，吸引力
一直很強，在當今中國這種慣性始終存在。不
過，每當中國改革開放高歌猛進、深入人心之
時，根深蒂固的「官本位」觀念總會被強力撼動
一次，近期新一輪官員「下海潮」便是一次新的
註腳。

一邊廂，新一屆中央施政以來，鐵腕反腐，
「虎」「蠅」齊打，改革制度，強化法治，紮緊
籠子，約束公權力，一場前所未有的「吏治風
暴」蕩滌官場，震懾廟堂。 「當官就不要想發
財、想發財就不要去做官」——習近平總書記的
這句話，對於那些還在官場徘徊、希望兼得的官
員來說，可謂切中要害的提示。

一邊廂，中國啟動新一輪全面改革，市場成為
配置資源的決定性力量，旨在「讓一切勞動、知
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
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湧流」。 李克強總理在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 「大眾創業、萬眾創
新」的號召。只要嚮往財富，鍾情市場，只要擁
有才智，充滿激情，為何不能揚帆商海，去闖蕩
一番，為社會也為自己實現新的價值。

在一年前，新一輪全面改革剛剛起航之際，內
地一位重量級學者在財經界一個高峰論壇上發表
演講時曾預言，新一輪改革能否取得成效，要看
兩個晴雨表：一是公務員國考人數是否銳減；二
是新一波官員「下海潮」能否到來。

出乎很多人的預料，這兩個變化這麼快就到來
了：去年，報考公務員的國考人數明顯下降；新
一輪官員「下海潮」已經風起雲湧。 從很大程

度上看，這些變化都要拜強力改革和整頓吏
治所賜。改革還在路上，變化將會持久。

當然，有志於公職服務的人們，不會
放棄加入公務員的努力；樂見
官員辭職下海的同時，必須防
止權力和財富的暗中勾兌。這
些 只 會 使 中 國 官 員 職 業 去
「魅」化進程更加扎實，中國
的社會更加成熟。

■記者 軼瑋 兩會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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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防利益輸送
宜建監督體系

基層公務員嘆「待遇低 出路窄」

鐵
腕
反
腐

蕩
滌
官
場

「高官變高管」部分案例
1、國家質檢總局新聞發言人、新聞辦公室主任陳熙

同辭職出任360高級副總裁
2、廣州市蘿崗區政府副區長王建新辭職進

入央企中國建築工程總公司
3、合肥前市委副秘書長、市委辦公廳主任周大

躍辭職下海
4、杭州市金融辦黨組書記、副主任俞勝法辭職

去阿里巴巴
5、佛山市南海區委常委、佛山高新區黨工委委員王雪辭

職下海
6、益陽市政協副主席陳延武辭職下海
7、證監會上市公司監管部主任周健男辭職出任大成基金黨委書記
8、證監會國際部副主任湯曉東辭職出任華夏基金督察長，為接任總經理

而過渡
9、廣州市國土房管局辦公室副主任羅小勇辭職，出任某地產企業高管

■本報記者 軼瑋 整理

■全國人大代表、湖南懷
化市委書記彭國甫。

本報兩會傳真

■全國政協委員、重慶市
口岸管理辦公室副主任王
濟光。 本報兩會傳真

■全國政協委員、新東方
科技教育集團董事長俞敏
洪。 本報兩會傳真

■■俞勝法此前任俞勝法此前任
杭州市金融辦黨杭州市金融辦黨
組書記組書記。。

■■俞勝法辭職後到阿俞勝法辭職後到阿
里巴巴螞蟻金融服務里巴巴螞蟻金融服務
集團擔任副總裁集團擔任副總裁。。

辭職後辭職後

辭職前辭職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