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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讓勇者不再悲涼？

⊙ 儲昭根

 

2004年11月11日新華網和人民網分別轉發了《法制早報》關於《中國經濟時報》高級記者王

克勤，題為〈中國揭黑記者第一人身陷困境〉的報導。這位原被譽為「中國揭黑記者第一

人」、「中國的林肯．斯蒂芬斯」的記者，因為2001年寫了〈公選「劣跡人」引曝黑幕〉一

文影響甘肅某省委領導政績，被突然開除公職。他也不得不走上上訪路，並面臨可能有牢獄

之災的危險。同時，因為〈蘭州證券黑市狂洗「股民」〉一文揭穿蘭州證券黑幕，為蘭州近

萬名受害 「股民」挽回的數億元損失同時，當地黑社會頭目卻揚言五百萬買他的人頭。目前

由於各種因素，陷入經濟困境，生活艱辛，連每個月的手機費都交不起。

王克勤，這位中國「身價」最高的記者，同時也是最窮，窮得連為媳婦 「買一件很普通的衣

服都會猶豫不決」 的記者。但是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時，他卻勇往直前，義無反顧；鞠躬盡

瘁，鬥爭到底。無論從黨的宗旨，還是當前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來說，王克勤都是「三個代

表」的忠實的擁護者、積極實踐者，一名真正的優秀共產黨員！可是，就在一個共產黨執政

的國家，一個「人民利益高於一切」的祖國內，像他這樣的「風雲人物」、「傳媒傑出人

物」卻常遭遇恐嚇，從百姓眼中的「王青天」成了一名上訪者，生活無著。這件事說明了國

內的黑惡勢力多麼倡狂，中國的法治之路何其遠！

中國共產黨從最初成立時的只有五十多名黨員，依靠人民的力量，從小到大、由弱到強，用

小米加步槍趕走了日本侵略者，打敗了國民黨八百萬軍隊，發展到現在的六千多萬黨員成為

領導一個十多億人口的社會主義大國的執政黨。可是，像王克勤那樣的事卻屢屢發生在今日

中國的大地上，人們不禁會問共產黨幹啥去了？共產黨的戰鬥力怎麼了？

之所以出現「王克勤現象」，是因為我們的黨內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團」，在黨和政府中存

在嚴重的貪污腐敗現象；之所以出現「王克勤現象」，是因為在黨和政府中存在嚴重行政不

作為、嚴重違法亂紀的情況；之所以出現「王克勤現象」，是因為在黨和政府中的確存在嚴

重脫離群眾。在防止腐敗和懲治違法亂紀方面，我們國家不是沒有制度，也不是沒有法律，

而是現實中存在著大量的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執法者違法、執紀者違紀的情況得不到有效

及時查處，才造成「王克勤現象」屢屢發生。更嚴重的是，居然一件簡單明擺著的案子，竟

要總書記、總理批示兩次、三次才能解決！從雞西市多次騙總理到河南蘭考縣扣減截用總書

記視察後下撥的減災款的事件，說明當今黨內、政府中的違法亂紀的情況是何其的嚴重，形

勢是何其的嚴峻！瀆職、失職、行政不作為是滋生腐敗、產生罪惡的溫床；執法不嚴、執法

者違法、執紀者違紀是共產黨的戰鬥力減弱和產生「王克勤現象」的根源。要解決腐敗問

題，要解決中央權威問題，要解決法紀執行力的問題，要解決類似王克勤式的「逆淘汰」現

象，一句話，要增強黨的執政能力都迫切要求從嚴治黨、從嚴治政。為此，本人就此提出改

革建議：



一 降低「雙開」門檻，組建「中央特別執行大隊」，中國需要一場「行政革命」

為甚麼出現「王克勤現象」？為甚麼出現「信訪洪峰」，仍至群體性抗爭事件？說到底子主

要是基層政權機關的行政不作為或是違法亂紀。從當前中國的現實來看，老百姓要在自己的

權益受傷害或受到不公平對待時，尋求公平、公正的解決之道，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途徑是

上訪。在與省城信訪局一位中層幹部交談中瞭解到：黨中央為保證每一個信訪案件的落實，

不僅制定了《信訪條例》，而且有具體的《實施細則》，以強化信訪的責任及解決。但是現

實中又有誰去追究責任呢？可以說，這位處長一語中的。在已經查處的大案要案以及高官落

馬前不是沒有對他們問題的揭發，而是有揭發沒有得到認真查處。這裏面有一個對執法執紀

監督的問題，還有一個如何打破官官相護及利益集團的干擾的問題。無論是腐敗分子，還是

違法亂紀的幹部，他們都是講「利益」和「成本」的。如果成本太大，他們也就不會鋌而走

險。他們有的甚至不怕殺頭，但最怕的是失去「權力」，對於普通的幹部最怕失去的是工

作。也就是通常說的「雙開」。現實中，由於官官相護，利益網的作用，執法執紀很難到

位，違法亂紀也得不到有效的查處，甚至連最小的問題也解決不好。更讓我深深憂慮的是：

大量諸如此類的體制內有組織違法亂紀或犯罪使我們的黨和國家的制度無效「空轉」，然後

是大量的人、財、物圍繞著這種已失效的制度「空轉」，而這種「空轉」的結果是每天產生

大量的矛盾與衝突！這樣有的幹部從違法亂紀到無法無天，從而進入一種惡性循環的狀態。

由此引發社會不正之風，醜惡現象層出不窮。針對這種狀況，可以如下措施應對：

（一）降低「雙開」門檻，以便是真正意義上的從嚴治黨，從嚴治政。這樣的好處多多。第

一，政府機構改革，精簡公務人員，一直是困擾政府的難題，一直沒找到突破口。降低「雙

開」門檻，這就使大批不合格、違法亂紀者清除出黨和公務員的隊伍。第二，部分解決了應

屆大中專畢業生就業難的問題，同時也為黨委政府補充更多的新鮮血液，保證了黨的領導機

構和政府的活力和生機勃勃。第三、有利於改變中國幾千年「官本位」的歷史，讓中國更多

的人專心科研和教學，讓敢負責、有能力、守法紀的幹部留在行政上，更好地為人民服務。

第四，部分違法亂紀者應該說他們精明能幹，不讓他們為官，在國家的經濟建設中或許會發

揮更大的作用。我們要愛護自己的幹部，現實中愛護往往變成了袒護。袒護實際上害了很多

幹部，讓許多「問題幹部」步步高升，最終又不得不讓他們坐大牢甚至走上了斷頭台。所以

現在不要再談甚麼愛護幹部，因為對幹部任何絲毫的袒護，就是對人民利益極大的漠視。降

低「雙開」門檻，讓不合格的幹部早點出去，以免讓他們在不合格的位置上犯更大的錯誤，

甚至走上人生的不歸路。從這個意義說，從嚴治黨、從嚴治政是對我們的幹部和黨員的最好

的愛護。有人不禁要問：為甚麼要對我們的黨員或幹部這麼嚴厲？十六屆四中全會再次作出

了清楚的回答，因為我們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執政黨」，是「清正廉潔的執政黨」。

我們黨決不允許有人將黨的執政地位、人民賦予的權力變成個人或組織謀取私利的工具。

（二）組建「中央特別執行大隊」，滿足基層群眾對「清官」和正義的渴望。現實中往往舉

報人員、正義人事、反腐英雄處境艱難，腐敗分子、違法亂紀者仍至黑惡勢力卻很倡狂。一

個案件一查便是「窩案」、「串窩」，官官相護、利益相生相剋的「利益網」使查處者一籌

莫展，更有甚者執法者本身就是違法者。現實中另一個現象是，許多嚴重問題多年得不到解

決，只要中紀委立案或有領導的批示，問題就很快解決。因此，當今中國不是法律、紀律沒

有或不健全的問題，而是法紀得不到有效執行的問題，這是中國諸多問題的核心的核心。這

是無論中國自由主義分子還是民族主義者都無法解決的問題，弄不好只會讓中國更糟。民主

化不是萬能的藥方，但民主可以避免最壞的結果，民主與自由應是共產主義社會最基本的要

素。正如胡錦濤書記指出的那樣「中國共產黨從成立的那一天起就講科學、講民主」。應該



說，在中國不推行民主化是等死，社會主義就沒有前途；但過急過快推行民主化也是找死。

所以十六大報告中提到「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無疑是正確的。但值得強調的是，黨

的高層必須確立民主化的意識和緊迫感，為即將實行的全面民主化而夯實黨的執政與民意基

礎。黨和國家的領導人應從現在起就確立一個目標：即使是真正的海選，人民也會再次選擇

我們共產黨！我們應看到現在我們的有利條件還很多：政權在我們手上，民心還是主要向著

我們的，一句話，主動權在我們這邊，應有充分信心過好「民主政治」這一關。因此，現在

的主動可以避免將來可能的被動，這叫做未雨綢繆！出色的政治家應能預知十年仍至二十年

之後可能的情況。果真如此，我們的國家就能經受任何風浪的考驗。因此，當前二十年不僅

是中國發展的機遇期，也是中國共產黨改善和加強執政能力的機遇期。一個真正的共產黨是

從來不拒絕民主化的，一個腐敗墮落的黨是肯定經受不住民主化的考驗的，這方面例子比比

皆是。筆者認為國家和黨的高層逐漸民主化和基層的強力法治兩者結合起來才是解決我國我

黨長治久安的最好辦法。法治優先於民主化，法治是民主化的根基。試想，假如美國的2000

年大選戈爾與布什不遵從美國法院的判決，美國勢必發生內戰。所以目前中國最為緊迫的是

強化法治，保證法紀的徹底的實施，從而讓黨、黨的幹部和各級政府官員養成依法辦事和為

人民群眾服務的素養和自覺性。當然，民主政治的建立與深化，又會反過來推動法治的深入

與持久。為此，當前如果中央組建一支掛靠中紀委由總書記或總理辦公室直接領導的「執紀

執法特別行動大隊」的話，當前諸多問題就會迎刃而解。

首先，該大隊監督物件是廳級（或司級）以下的各級權力機關的幹部、黨員。為甚麼是廳級

（或司級）以下呢？廳級（或司級）以下幹部是與人民群眾最直接相聯繫的部分，是中國黨

員幹部、政府公務員人數最多、違法亂紀最多的一部分。另外，如果這支隊伍是針對高層幹

部的，容易讓人誤解為總書記或總理加強個人權力、進行權力鬥爭、清除異己和政敵的工

具。而且與中紀委的功效相同，造成機構重複設置，對現行體制的變更。

其次，這支隊伍不像中紀委等部門那樣查案時要求水落石出，徹底查清。這支隊伍只作為一

支突破性的監督力量、打擊力量來使用。也就是監督廳局級以下的幹部在行政或執法中有明

顯或故意違法亂紀的事實時，一經查實，立即對相關人員進行一步到位的處置──「雙

開」。其他的違紀或違法的細節、過程由當地相關執法執紀的部門來完成，發現重大的或廳

級（或司級）以上違法亂紀線索移交中紀委處理。但「特別執行大隊」有可能對當地處理結

果進行二次甚至三次監督。對執行不到位、營私舞弊，膽敢貪贓枉法者進行再處置。甚麼是

明顯或故意的違法亂紀？這個要有明確的界定。第一是有法不依。現在中國的每個執法部門

都有自己的部門法，在有人舉報或知情的情況下故裝不知的。如土地局、所不知《土地法》

的；派出所幹警在辦案時將《治安處罰條例》都用錯了的。二是執法不嚴。該查的不查，故

意隱瞞違法違紀事實，欺上瞞下這是違法亂紀的共同特徵。第三是頂風違紀。中國的改革是

不斷摸索前進的過程。或許一開始有許多不完善的地方，但一經法律規定的、中央明確的，

在有人舉報或知情的情況下，各地、各級官員不得以任何藉口頂著不辦。以上三種情況，違

者從嚴查處。

再者，講實效、有證據、重威懾力。中紀委查案時間從幾個月到幾年不等，費時費力，這是

由案情的複雜性決定的。「特別執行大隊」的使命是監督，要求高效、快潔。面對基層不計

其數的矛盾和糾紛，他要瞭解和監督的是當地是否依法辦事、是否依法行政。通過監督和查

處黨委政府的各級官員，尤其是執法執紀人員，促進矛盾和糾紛的公正、公平地解決，推進

依法治國的實施。要高效，就是只查普通的、事實確鑿仍至案情簡單的案件中的違法亂紀事

實；對於大案要案也只查其中的某個環節，打開一個缺口。要講證據，要求「特別執行大



隊」辦案過程中全程錄影，既可以監督辦案，又有利於審查。要快潔，就是以最快的速度公

佈到媒體上，避免干擾，不給違法亂紀者任何喘息和說情的機會。還要盡量找相關部門久拖

不辦、反覆申訴沒有結果的典型案件，一查到底，一下子查處一大串的幹部，這樣才有極強

的威懾力。讓那些心裏想違法亂紀的幹部今後都不敢，這才叫效果。

最後，加強「特別執行大隊」的人員的選調與管理。高素質、無私、強烈正義感、有拼搏與

視死如歸精神的人員是這項措施成功的保證。建議這支隊伍只能三分之一或稍多一點的人員

為任期制的國家公務員，這有利於隊伍的穩定和管理。餘者為志願者，招募民間正義人事。

這樣可以增強隊伍的流動性，保持隊伍的活力與戰鬥力，增強人民群眾與違法亂紀鬥爭的信

心。工作人員工作地點要定期輪換，總部統一指揮，配備特殊的設備，賦予特別措施（如：

接受質詢的幹部或黨員必須如實回答，否則根據其態度惡劣程度處以警告以上的處分），以

保其不辱使命。更重要的是以「公開、透明、制度化」的方式行事，允許廣大人民群眾對其

監督，不允許他們自身有任何特權，不允許他們在非工作期間，在沒有錄影的情況下與當地

任何官員接觸，甚至允許人民群眾對其二十四小時拍照攝像監督等等。如何對「特別執行大

隊」的人員的有效監督和管理，這一點至關重要。

二 改變領導視察方式，變上訪為下訪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我黨的宗旨，密切聯繫群眾是我黨的三大優良作風之一。與人民

群眾的血肉聯繫是我黨從小到大，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根本保證。胡錦濤同志在中共十六屆四

中全會再次鄭重地指出：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是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核心。正

是如此，黨中央明確要求「健全領導幹部聯繫基層、聯繫群眾制度」，明確規定各級領導幹

部在基層調研的時間。實際上，許多的領導在基層往往是走過場，擺形式，喜歡報喜不報

憂，沒有能沉下去。胡錦濤同志提出了「群眾利益無小事」，溫家寶同志便是該號召的最好

的帶頭實踐者，一個最明顯的例子便是溫總理在考察時為重慶萬州農民討工資的故事，並由

此引發全國範圍內開展了維護農民工權益的專項行動。可以說，其意義無論怎麼評價也不為

高。因此，各級領導應該在今後的視察中，要敢於聽真話、敢碰硬、動真情、做實事，善於

抓住苗頭性、典型性的問題的解決去推動全局性的工作。今後中央要明確規定從中央到地方

省市主要領導下基層要帶紀檢或信訪部門下基層，到基層受理群眾的舉報，變群眾的上訪為

領導的下訪。要將領導的每次視察當作對對腐敗分子和違法亂紀者的巨大震懾與遏制，基層

受害群眾的一次巨大的希望來運作，要從執政黨的作風和代表誰的利益的高度來認識這個問

題。要檢查當地信訪、紀檢監察等執法部門案件落實的情況，及時發現問題，及時解決問

題，現場查辦大案要案，從而進一步密切黨和群眾的關係，改善黨的形象。

三 黨報要改革，成為輿論監督的先鋒

共產黨應該是無私的、光明磊落的，因為共產黨人是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即使犯了錯誤，

也要向人民如實承認並改正自己的錯誤。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黨更能接受和經受住輿論及

人民的監督。一個房子只有讓陽光進來和通風透氣，裏面的東西才不會發黴或腐爛，一個政

黨和國家也理應如此。無論是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還是從「三個代表」的理論高度，改革黨

報，讓黨報發揮輿論監督的排頭兵都是應有的題中之義。黨報要開闢專欄、專版來報導社會

的不公與腐敗，對膽敢違法亂紀的官員進行當頭棒喝，這樣才能贏得人民的信賴。要與「特

別執行大隊」的改革結合起來，讓他們處理的違法亂紀的官員的消息第一時間刊登在黨報

上。讓那些叫嚷不讀黨報的官員天天去讀，看看明天是否還能在辦公室裏呆下去作威作福。



讓黨報登出的違法亂紀的線索，成為眾多大眾媒體追蹤報導的目標，讓整個社會置於人民大

眾的監督之下。各級權力機關的歪風邪氣少了，自然而然優秀的、為人民服務的黨員幹部自

然而然地就多起來。新聞界自然可以找到更多的、讓人民信服的正面典型人物來引導社會。

更重要的是，人民群眾可以從自己身邊的黨員幹部身上發現和學到更多的東西。這樣一來，

整個社會就步入良性迴圈之中。我們的國家離發達和文明社會也就不遠了。

四 建立層層責任制，全面深化「問責制」，從嚴治黨，從嚴治政

層層責任制可以說近年來在各級執法執紀的部門中建立了，正如前所說甚至有的實施細則都

出台了。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法制進程的重大進展。現在的「高官問責制」可以說是錦上添

花。但中國的問題是，違法亂紀往往是單位或部門的一把手首先違法亂紀。責任制的實施和

裁定又是單位和部門的主要領導。再加上中國的人情社會的傳統和相生相剋利益網的作用，

所以當前的責任制是有，但是空的。只有出現重大事故、媒體報導、群眾反覆上訪後獲領導

重視等情況下才不得已而為之。現實中許多幹部屢犯屢查，仍逍遙法外。受害者受方方面面

的矇騙仍至威脅而退步，所以有些執法者違法，執紀者違紀的現象比較嚴重，而且他們的膽

子越來越大。因此，筆者前面鄭重建議中央組建「特別執行大隊」，以針對中下層幹部，讓

他們頭上有一柄達克摩斯之劍。他們不查具體的案件，而專查施政執法者明顯或故意的違法

亂紀的事實，一經查實，立即「雙開」。與此同時，在全國的每一執法執紀的部門，推行

「首問負責制」。從第一個接案人到分管領導、一把手到會議定案的每一環節、過程的經辦

人都要求拿出具體獨立的意見，以便具體責任追究到具體的個人。如果集體違法亂紀，那乾

脆一鍋端掉，中國有的是人才！遏制當前體制內洶湧澎湃的違法亂紀勢頭的根本措施在於果

斷實施「小事問責」，而不是「馬後炮」。現代企業管理中員工可能因一兩次不小心的遲到

而被開除是正常現象，更何況違法亂紀。共產黨從嚴治黨，從嚴治政亦是情理之中的事，因

為真正的共產黨人最講「認真」二字。

五 為下決心從嚴治黨，補充解釋人民民主專政的定義

鄧小平同志告誡我們：「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江澤民同志也有類似的看

法。既然我們的最大的敵人在我們的黨內、政權內，那麼我們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定義就要有

新的明確。我們對敵人專政，這個敵人就應包括黨內的違法亂紀分子、腐敗墮落分子。也就

是要依靠人民的力量對黨內的腐敗墮落分子實行專政，從而徹底保證我們的黨是「立黨為

公、執政為民的執政黨」。這樣，中國共產黨就實現了自身的否定之否定，這樣才是一個真

正革命的、徹底的、無私的政黨，與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性、徹底性、無私性才相吻合。這就

意味著我們國家是人民專政，而不是某個黨專政。而是我們黨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所以我們

執政。這更意味著共產黨人跳出了歷史週期率。因為歷史告訴我們：人民只可能一時但不會

永遠被專政，唯有人民的專政才可能永遠。歷史最終是由人民說了算。人民民主專政只會對

貼著共產黨標籤的假共產黨和假共產黨黨員專政，而絕不會對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實行專政。

蘇聯東歐共產黨之所以失敗，其實他們早已不是共產黨，而是「官僚黨」、「腐敗黨」，徒

具其形而已。因此，我們可以發展私有經濟，我們可以吸收社會新興階層入黨，但決不允許

我們的黨員幹部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自己謀取不屬於自己的利益。因為「三個代表」思想和

「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理念為我們黨執政定調，強大的人民民主專政是我們國家和人民利

益的真正的守護神。同時也告訴那些黨內的腐敗墮落分子無論他們在黨內隱藏多久，地位多

高最終都會被繩之以法。更重要的是，讓我們黨和國家領導人及政策制訂者在今後的政治體



制改革過程中如何制訂和設計出某種法律和體制，以便最大範圍和最大程度上清除、防範和

懲治我們體制內的腐敗墮落、違法亂紀分子。

以上措施方法只是當前最容易實施、效果最明顯可供選擇的過渡方案，要徹底避免「王克勤

現象」，讓王克勤式的勇士不再孤獨，仍需從制度和體制上去解決，仍需更多的有識之士去

探索，更需要執政黨和國家領導人以更大的勇氣、魄力去實踐與完善。當然，正如一個人，

喜歡鍛煉會有益自身的身心健康，但再好的外科醫生也不可能給自己進行傷筋動骨的手術。

所以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根本仍是法治、憲政與民主。可喜的是，「十六大」後以胡錦濤為

總書記的黨中央，深化「三個代表」的學習與運用，推行胡溫「新政」，十六屆四中全會

上，又把增強執政能力建設，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提高到「關係中國社會主義事業

興衰成敗、關係中華民族前途命運、關係黨的生死存亡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高度來認識，決

心從制度和源頭上來解決中國目前面臨的緊迫的問題。我們有理由相信，王克勤式的勇士不

再孤獨與悲涼！中國的明天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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