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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金骐

反腐飓风和厉行节俭中，“政商

旋转门”里有越来越多的官员和国企

老板，侧身进入私营部门寻找“未来

的路”。

据有关报道，51 岁的刘振华辞

去芜湖市副市长后， 最近低调加盟

南京三胞集团并出任高级副总裁；

49 岁的中国建设银行投资银行部总

经理王贵亚， 也在稍早时成为万达

集团高级副总裁。 类似情况在发达

地区见怪不怪了， 比如广州市，仅

2013 年以来， 处级以上官员辞去公

职进入企业担任高管的就有 6 名，如

果时间再往前推，有网友梳理发现，

最近几年来，广州市有 11 位处级以

上官员“下海”，其中，出自城建系统

的 8 名辞官者，7 人进入房企任职。

不单单是广州，今年 3 月，杭州金融

办副主任俞胜法加盟阿里巴巴；今

年 5 月， 国家质检总局新闻发言人

陈熙同出任 360 公司副总裁，分管市

场与公共关系；今年 6 月，在北京工

作 16 年的老法官张伟跳槽进入一

家律师事务所做律师；今年 7 月，温

州平阳副县长周慧辞职， 据传要去

海外做企业。

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公务员

“下海”会越来越多，的确，官员也是

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同样希望有高福

利，好待遇。 以前机关事业单位的福

利多，待遇好，逢年过节有各种礼品

礼金发放，一般跨进这道门的，轻易

不会选择离开。 现在的政治环境变

了，权力寻租的风险加大，腐败滋生

的空间越来越小，各种福利待遇在中

央厉行节约的要求下被逐渐取消，当

官确实不如从前滋润。 在这种生态

下，一些企图通过“升官”实现“发财”

的官员，在意识到钱途无望时选择离

开也很正常；一些能力强、专业好的

人才选择去私企求个好待遇也是人

之常情……比如前述的几位厅、处级

干部，一般都去了私企、外企任高管，

其年薪瞬间从之前的十几万元，一下

子变成了上百万甚至几百万元，这些

都需要理性来看待。

人们所担心的是，这些企业为何

看重他们？ 担心他们入职后，是否靠

聚集的行政资源、人脉关系，为企业

搞利益输送？ 尤其是类似“8 名城建

系，7 人进房企”的“耦合”现象，观察

人士认为“这个不正常”。

先说城建系统官员“下海多”的

现象，一是可能这些官员，在任时为

企业做了一些事情，现在适逢其“下

海”，这些企业给以投桃报李的机会；

再就是一些企业，利用下海官员原来

的人脉，看重他留在“圈子”里的影响

力， 为企业的日后发展蓄势谋利，比

如此前曾有分管经济的副区长跳槽

到分管领域的公司任高管，还有规划

局长跳槽到与规划、容积率关系密切

的房地产公司。

再说猎头公司的“揭秘”。 许多猎

头公司受企业委托，在招聘高层管理

人员时， 直言需要有政府背景的人

才。 据说，为获取这些政府部门的“特

殊人才”，各公司都有自己的渠道，一

般不会公开招聘， 官员入职企业，绝

大多数也是“悄悄地进”。

“对照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规定，

这些都是不正常的现象。 ”有专家介

绍， 在香港的现行规定中就明确提

出，公务员离职后，不得从事与其过

往政府职务出现实际或潜在利益冲

突的工作。 其中，首长级公务员离职

前，需向当局提出申请，当局会根据

政府部门的评审结果，并听取独立的

离职公务员就业申请咨询委员会的

意见后，就有关申请作出决定。

其实，我国的公务员法对公务员

离职后的去向也做出了相关规定，公

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

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它公

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

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它盈利

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

直接相关的盈利性活动。 这被视为是

对辞职和退休官员管辖权及年限作

出回避要求。 但从目前的表现来看，

我们的规定没有得到执行。

公务员本该是个正常的职业，任

何正常的职业，都不应是一座“进入

难”却又“没人出”的围城，相反，“能

进能出，有进有出”才合乎常理。 具体

到“弃官从商”，究竟是真转行，还是

政商之间蓄意靠近，以期实现利益交

换，实现权力“期权化”，进而营造“政

商朋友圈”，这些才是关注的重点。

“政商朋友圈”并不是新东西，从

近期查出的诸多腐败案件中可以看

出，现在的商人和官员结成的“政商

朋友圈”，都玩成了“高大上”，其中，

有不少曾经为官者，在群体腐败中起

着链接或传带作用。“政商朋友圈”的

本质决定了，圈内人物对权力的欲望

是无限的，追逐利益的步子是停不下

来的，官员和商人之间的关系，有越

来越多的“中间人”介入。 说穿了，每

一起腐败背后都有一个利益共同体，

利益是将腐败者团结在一起的共同

纽带， 如果可供腐败的资源有限，或

渠道有限，那么值得双方信任的“中

间人”，作用尤为重要，当然，腐败利

益链因此形成的延伸，也会变得更隐

蔽、更有腐蚀性。

为了防止“辞官下海”变成“借官

生财”， 相关的约束应更加细化，比

如，国土部门的官员辞官后不能去哪

些领域，可以出台一个细则给明确下

来。 对此，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

已经呼吁多年，他还建议进一步强化

官员离职的主动申报制度，“‘辞官下

海’未来肯定是常有的事情，但一定

要让官员主动申报去向，并且要更加

严格地进行审查、批准，以便做好官

员辞职后的信息披露工作”。

遗憾的是，我国“下海”官员任职

去向，到目前为止，官方尚无主动公

开先例，以广州市“下海”官员情况为

例，只能通过网络检索和媒体报道得

知近年来局级官员离任时的免职公

告，处级官员离职情况，外界更难以

及时获悉，公众事后只能从一些企业

简介、上市企业公告中获悉。 相比之

下， 香港的这项工作做得更加规范、

高效，在港公务员，尤其是首长级公

务员离职后， 当局都会保存登记册，

记录其获批准并已经从事“新工作”

的基本资料，以供市民自由查阅。

官员辞职入私企谨防利益输送

说到标杆管理或者对标管理，并

不是非常新的东西，从上世纪 90年代

作为三大管理工具之一，对标管理被

很多的企业应用，对标最早是由乐施

公司提出的管理理念，当时，乐施公

司针对的是管理中遇到的挑战和实

际业绩下滑，其关键工具，到现在仍

然被很多企业研究和采用。

鞍钢集团作为一家近百年的老

企业， 产品大概有两万多个品种、六

万多个规格，是世界 500强企业，但是

我们深知，我们和世界一流企业和世

界一流的卓越企业有着很大的差距，

为了缩短差距，最近几年，我们积极

运用对标管理的工具，首先，在国资

委整合的 13 个要素体系指导之下，

我们借鉴了世界先进的咨询机构，比

如说美国钢动态 WST 的 26 项指标，开

展全面对标。 在对标的过程当中，企

业的竞争力得到了极大地提升，特别

是在企业治理、企业战略、企业创新

方面提升的效率和能力尤为明显。 这

种进步总体归纳为思想和信念，具体

来说有五个方面“关键控制点”。

首先，在市场起决定资源配置作

用的背景下， 要从潜意识中认定，不

管是什么性质、有什么背景，这个企

业都无可改变地成为独立市场主体、

独立的竞争主体， 只有认识到这一

点，才能丢掉幻想，专注发展，思考在

现有背景下，自己的企业最大的差距

是什么，思考如何适应识别瞬息万变

的市场环境，这种思考就是我们常说

的识别环境的能力。

其次，识别并准确把握企业经营

所需各种要素。 钢铁行业作为开放

的、 竞争的全产业链的竞争行业，作

为这个行业的企业，所有的经营要素

都已经进入市场，但是，最关键的要

素是人的标准意识、法律意识、契约

精神，在这方面，如果对标，就能发现

我们与世界一流企业存在着巨大的

差距。

再次，信用创造的能力。 现在，大

家总在讲两句话： 收获改革红利，为

客户创造价值。 其实，在我看来，改革

本身并不带来红利， 改革造就的变

化， 是在对资源的重新结构才能带

来。 还有，所谓“为客户创造价值”，怎

样才能创造价值？ 我们有心并有力为

客户消除运营、生活、消费、服务里边

的不确定性， 才能为客户创造价值。

考虑到这一点，鞍钢在资源空间和结

构的配置上，在资源时间维度的结构

配置上， 用改革的工具大力推进，提

高自己的竞争能力。 这是企业创造信

用的能力。

还有，挖掘需求的能力。 现在大

家总在讲产能过剩， 但很少有人想

如何利用过剩的产能。 做好这一点，

其实是为国家、为民族、为人类贡献

财富和智慧。 对此， 鞍钢确定了国

计、 民生这样两个调整产品结构，

“国计”就是跟上国家质量和安全建

设水平， 跟踪和跟进产品方向；“民

生” 就是将我们的经营活动和人的

生活密切关联起来，在这个过程中，

以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和环境品质为

主旨，适时调整钢材结构方向，挖掘

需求的能力。

最后， 信息整合运用的能力，这

个事关企业的信息化水平。 这个能力

建设要注重环境识别能力、 法治精

神、信用创造能力、挖掘需求能力，还

有信息整合的能力。 目前，我们的企

业，包括这次上榜的 500强企业，只要

与世界一流对标，就会发现存在的差

距非常明显。

随着比较优势的存在和全球化

的深化， 企业同台竞技已经成为常

态， 见贤思齐应该成为我们的心态。

所以基础管理是对标管理的基础，改

革是对标管理的方向，创新是解决问

题的途径，这三者之间的关联非常紧

密，在正确处理这三者关系时，企业

在实际对标过程中，鞍钢集团采取了

“关键控制点” 的做法。 大家知道，对

标管理是这个时期以来，世界上企业

管理三大工具之一，只有自己对标世

界一流企业，才能提升自己核心竞争

能力。 在这个过程中，要善于不断开

发和运用自己的二级工具，我们运用

的就是关键控制点的工具。 所谓“关

键控制点”，就是在对标管理中，对自

己的基础管理、 运营、 治理结构、战

略、创新能力等诸多方面，寻找系统

的短板，加以克服、提升，使系统的功

能被优化。 我们选了五大类、101 个

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方面是对外的有

87 个指标，三年来，通过这五大方面、

101 个指标的对标，寻找关键的控制

点，实际上就是系统短版，只要克服

了短板，才能提升能力。

（本文根据鞍山钢铁集团公司党

委书记杨华在 2014 中国企业 500 强

峰会上的演讲录音编辑整理）

传统企业要善用“关键控制点”开展对标

八成上市公司得到政府补助

财经评论员叶檀：混乱的补贴，折射出混乱的市场，混乱

的市场，通过补贴的方式折射出政府与企业边界不清、规则不

严肃、寻租空间大、市场不公平等一系列问题，形成了逆淘汰

机制。 对公司补贴越多，市场越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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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下海”本来无可厚非，一些能力强、专业好的人才选择去私

企、求个好待遇也是人之常情。 公众只是担心，这些接纳跳槽官员的

私企，为何一抬手就委以重任？ 公众还担心，当“曾经为官”的他们，入职

后会不会靠聚集的行政资源、人脉关系，为企业搞利益输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