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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责 ”本来是个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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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的意思很清楚 , “问责 ”本来是现代科层制度下的一个好

东西 。有了问责 , 就能规范公务员的日常行为 , 就能使他们对自

己应做的事情负起责任 , 就能奖勤罚懒 , 就能时庸官和昏官进行

规训 。在百度搜一下这个词后更知道 “所谓官员问责制 , 是指

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一切行为和后果都必须而且能够追究责任的制

度 。其实质是通过各种形式的责任约束 , 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和

官员行为 , 最终达到权为民所用的目的 , 是现代政府强化和明确

责任 , 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的制度 。 ”

问责本来是个好东西 , 但它也会变得不是好东西。

它可以使官员不管所承担的任务的价值 目标 , 只管完成上

级的下达命令就算实现问责 。这种问责实际上是 “惟上是从 ” ,

纳粹的问责是一例 。其要求是下属要像机器一样服从元首 。结果

是使千千万万本该安分守己一辈子的德国人变成了法西斯 。他们

本是些普通人 , 只不过是在按照上级的要求去完成任务而已 , 否

则 “他们将被问责 ” 。哲学家阿伦特就曾经分析过这样一个基层

的德国军官的案例 。在我做调查研究的城市改造中也有这样一种

“问责 ” 。每一级官员都有问责指标 , 其中一种是于某月某日取

得某地区百分之多少的动迁户签拆迁协议 。于是乎 , 指标层层承

包 , 到了基层的街道办事处和拆迁指挥分部 , 就变成每一个动迁

员在每星期的签协议人头数 。如果到期不能完成 , 就要 “背黄

牌 ” , 对更无能者则会有红牌等着 。所谓 “不换思想就换人 ”是

也 。在这种问责下 , 可以想见拆迁会有多么暴力 。与 “民生 ” 、

“民心” 和 “德政工程 ” 这样一些伟大价值目标相违背的暴力拆

迁变成了完成 “问责” 指标 — 每一周的人头数进账 — 的手

段 。暴力因此常态化 , 而在动迁员眼中看到的只是些代表猎物的

数字和烂房子 , 不再是人和他们的家园。

说问责会变得不是个好东西还因为 它是选择性问责 。地

方首长在贯彻 自己的 “发展 ” 意志或造政绩的任务时 , 要求下属

“问责 ” , 但是对那些意在敷衍不愿执行的中央政策而发的指示

则不用问责 。

在同一个城市也有这样的事例 。最近两年各地的城中村改造

中暴力拆迁和改造范围扩大化很严重 , 今年五月国务院办公厅下

了紧急通知 , 明确要求各地方坚决不准搞暴力拆迁 、 强制拆

迁和 “株连” 拆迁 。这时候 , 地方的政府也及时发了文件 ,

称 “城中村改造一平方米都不能扩大” 。 堂堂皇皇的下发 ,

但是到目前为止 , 除了个别被媒体盯上的项目外 , 暴力拆迁

和强制拆迁继续搞 , 城中村改造扩大化也不见终止 。问题在

哪里 不是地方政府没有发文件制止 , 而是下面都知道搞这

些行为不会被领导 “问责 ” 相反 , 如果不能按期完成拆迁

则是要被 “问责 ”的 。

所以问责本来是个好东西 , 但它也会变得不是好东西 ,

甚至不是个东西。 问责制的变形可以套用名人的一句话 “播

下龙钟 , 收获跳蚤 ” 。为什么是这样 答案也很简单 问责

的本意在于保证政府首脑向选民负责 。但在被嫁接到行政权

力集中制这裸树上之后 , 问责变成惟上是从的治理术 。深谙

这一套驭民之术的地方领导人从此在两种制度之中游刃有余

地穿梭 在问责制的外壳下实现自己那独断专行的意志 。曰

今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