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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偏偏选择“最有利于官员利益”的激励 

作者：曹林

文章来源   《中国青年报》2005年9月25日 

广东省河源市连平县去年财政收入差不多翻了一番，按照该省《关于促进县域经济发展财政性措施的意
见》中“对财政税收任务完成好的县级领导班子进行奖励”的规定，该县县领导获得200万元重奖，从县
委到纪委五套班子领导30多人人均获奖5万多元。为体现奖励的“公平”，有财一起发，奖大家才是真的
奖，这种奖励政策从河源市的官儿延伸到当地各个乡镇的官儿。  

当地有关领导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种奖励极大地调动了县委书记、县长发展县域经济的积极性，可
以说“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  

你有我有全都有，大小官员尽开颜——可老百姓似乎并不高兴，一些媒体上质疑声一片：鼓励发展县域
经济，让领导自己给自己发巨额奖金，这是什么样的“激励政策”？公共财政政策慷的又是何人之慨？
难道振兴经济不是官员的本职工作？  

以鼓励发展县域经济的名义重奖官员，显然，名利双收的官员是这种政策的最大受惠者。笔者对此很困
惑：鼓励发展经济的制度化途径有很多，从给优惠政策到下放权力，从政绩考核的安排到调动百姓致富
热情，还有税收、引资方面的安排等等，可谓条条道路通罗马，为何偏偏选择了“重奖领导”这种对官
员最有利的激励路径？  

众多方式中偏偏选择了“最有利于官员利益”这个激励途径，这暴露出一些地方在政策安排中的自利倾
向：政策制定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想承担更多的责任，而总把自己和自己阶层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总
把本职工作当作额外付出——从公车改革到廉政退休金，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种“政策自利”的影子。  

胡锦涛总书记在很多讲话中都强调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强调“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
发挥是我们事业成功的保证”。可“经济有点发展了先想到重奖官员”，这是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
造性的充分发挥”放到什么地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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