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聘裙带风
是权力过分干预的产物

5分变700，彰显银行单边主义综合征

中国式申遗
也要“拉帮结伙”？

为5 分钱的欠款，他被列入了央行个人征信

系统不良信用客户名单，虽然最近央行对个人征

信进行了调整，从终身制改成了5年，但这也意味

着在很长的时间之内，他贷款买车买房等都将受

到影响。这凸显了我国现行个人征信制度所存在

的银行拥有单方面决定权的弊端。

同时，征信服务中心在受理并公布不良记录

信息时，也只做单方面的形式审查。虽然《暂行办

法》规定着：“个人认为本人信用报告中的信用信

息存在错误时，可以通过所在地中国人民银行征

信管理部门或直接向征信服务中心提出书面异议

申请。”但这只是一种事后救济，也只有当个人明

确得知自己被列入“黑名单”并掌握了充分证据

后，才有勉强亡羊补牢的可能。

事已至此，根据人民银行《百姓征信知识手

册》，当客户认为某一笔贷款或信用卡根本就没有

申请过，可向人民银行对“黑名单”提出异议。杨

先生符合这一情形，因为毕竟杨先生所持卡本身

就是一张没有贷款、透支功能的贷记卡而已。

评论

时事
乱炖

因“昔人已乘

黄鹤去，此地空余

黄鹤楼”“落霞与

孤鹜齐飞，秋水共

长天一色”等名句

而享有盛名的黄

鹤 楼 、滕 王 阁 等

“中国十大历史文

化名楼”，最近传

出 计 划 集 体“ 打

包”申遗的消息引

发各方关注。（11

月 5 日《北京晨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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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前，杨先

生的一张银行卡

不知怎么产生了 5

分钱欠款，5 年下

来，超限费、滞纳

金、利息已经滚到

了 694.96 元，更让

他感到委屈的是，

就因为5分钱的欠

款，他被列入了央

行个人征信系统

不良信用客户名

单。（11月5日《宁

波晚报》）

非常
道

十大名楼看起来气势不小，大有“打包”申遗志

在必得的气魄。然而，人硬货不硬的是，所谓的十大

名楼有些并非历史文物，连文保单位都不是，其实只

是假古董：有些楼阁多属现代建设，名为古董，实际

上除了名字是老的，其他的都是新的。

这或许就是打包申遗的原因所在，这样的手法

早已不新鲜。君不见，为了申报世界遗产，一些不知

名的建筑或景观，往往要冠以一个超级名头，或是找

个知名靠山，最最不济，也要拉帮结伙，捆绑上阵。

至于这样打包“搭售”，与其说真是为了保护或

是传承文化遗产，倒不如说是为了炒作概念、吸引眼

球，真正的醉翁之意也不在“申遗”本身，而在乎“申

遗成功”之后滚滚而来的经费或是可以名正言顺地

上涨门票。

更应该追问的是，这打包申遗的费用从何而

来？之前广东丹霞山、湖南崀山、贵州赤水等六个丹

霞地貌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一些网友提出：

六个景区为“申遗”花费的资金总额达十几亿元人民

币，这钱到底花在哪儿了？到底由谁来为中国式申

遗的巨资买单？打包申遗看上去更像在推销一些以

次充好的商品，这里面的难度不可谓不大。这些推

销费用将由谁来买单呢？这剂预防针必须提前打。

“中国式申遗”背后大都贴着“文化搭台，经济

唱戏”八个大字。遗产、遗产，就是要“产”——经济

产出。“申遗”是否就是经济的“强心剂”？我看未

必，地方政府花巨资“申遗”，是否挤占公共投入，减

损公共福利，这才是政府“申遗”之前首先应该冷静

思考的问题

十大名楼在申遗之前不妨重温一遍世界文化遗

产最本质的意义和申遗的最初目的。20世纪中期，

出现了世界近现代史上最大的文物破坏事件：第二

次世界大战。二战以后，为了防止以后再出现类似

现象，联合国在 1954 年发布了《海牙公约》，内容就

是战争时期双方都不得攻击对方国家的重要文物古

迹。这也是现在世界遗产的核心概念之一：战争时

不得攻击对方的世界遗产。

申遗固然重要，但是未必只有成为世界文化遗

产才能彰显出文物的价值，文物重在其汇聚了人类

的劳动和智慧，而并非在于被贴在上面的“标签”。

而一些“年轻”的名楼其真身早已毁于天灾人祸，即

便是贴上遗产的标签，也不会受到《海牙公约》的保

护，何必多此一举呢？

方小川

近日的一项调查显示，61%的受访者认

为央企招聘“很不透明”，18.4%的受访者认

为“不太透明”，仅1.9%的受访者认为“非常

透明”。同时，89.8%的受访者认为从“非正

常渠道”进入的员工会令央企裙带关系泛

滥。（11月5日《中国青年报》）

裙带关系是任何地方都可能存在的现

象，民企、机关、事业单位都难以幸免，但一

个单位要健康发展，靠裙带是难以强大的，

家族企业最容易裙带化，但家族企业要做大

做强，也得尽量避免裙带的影响，走向职业

经理人治理的道路，才可能百年常青。否

则，走向没落则是必然。“近亲繁殖”对自然

界还是人类各种组织来讲，都不是一件好

事，如果不能避免将难有光辉前程。

在过去，子弟进入父母所在单位是一种

制度性的必然，但现在，国企都在建设现代

企业制度，至少在理论上“子承父业”不再理

所当然，裙带关系是一种受到批判的不正之

风，但裙带风依然大行其道，不光央企，垄断

性企业大都如此。

无论如何，央企等国企不是从业者和管

理者的企业，而是全体国民的企业，在用人

上应当公平地对待所有人，应当公平合理地

选拔人才，否则就是一种社会不公，不仅会

带来职业世袭的问题，不利于企业的发展，

还带来阶层固化的问题，不利于社会和谐。

央企裙带风盛，根本上来讲还是一种制

度环境的产物。央企的利润是靠垄断得来，

缺少竞争压力，不必像市场化企业那样，要

想方设法提高效率来维持生存，寻求发展。

市场化企业之所以能公平选择人才，关键是

选择优秀人才，才能提高效率，才能让利益

最大化，否则必然难以在市场上立足。而垄

断企业没有这样的压力，裙带所产生的负面

作用不容易体现，低效率的后果也不容易体

现，而任何成本都能够转嫁给消费者，让全

社会承受。

因此，要让央企克服裙带，就得打破垄

断，走向市场化。打破垄断，央企要在市场

环境下生存，则必须建立公平的用人机制，

提高效率，如此一来，裙带自然就割断。

央企裙带风盛行，从来不完全是用人制

度不透明的问题，而是权力介入市场太深的

通病，一方面垄断企业用行政权力把持市

场，形成市场不公，另一方面，在内部则是用

人上的不公，形成分配不公。如果不打破垄

断，消除权力对市场的过分干预，所谓的监

督机制不可能形成，用人上的不公开透明，

分配上的不公将是一种必然。

“对不起，我是来实习导演的，这种事我不会做

的。”

不久前，网友“易小术”在微博上讲述了一起实

习生“拒订盒饭”事件：在一次电视台策划会上，主

任对一名实习生说，麻烦你开完会给大家订盒饭，按

人头，我请客。结果该实习生认真地作了上述应

答。这条微博被多次转发并引起人们对 90 后这个

群体的热议。

“自己曾经花费大约62万多元人民币进行整容

手术，所以才使得自己的容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男子冯健以妻子太丑为由将其告上法庭申请离

婚。冯健是在女儿出生后才对妻子的长相产生了质

疑——女儿丑得不可思议。面对指控，冯妻承认自

己与丈夫认识之前曾花费约62万多元做整容，此事

从未向丈夫坦白。冯先生认为妻子用虚假的容貌骗

其与之结婚，打赢了官司，并获赔75万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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