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界历险记（第一辑）》
邢立达 陈钰蓉 著
宁波出版社 2016.12

张 弓

“甲方”与“乙方”，是签订
合同时常用的词汇，它们各自代
表着合同双方的不同角色。“甲
方”，一般是指提出目标的一方，
在合同拟订过程中主要是提出自
己希望达到的目标及要求；“乙
方”，一般是指接受目标的一方，
在合同中主要是承诺如何保证对
方目标的实现。在合同实施过程
中，“乙方”的主要任务是想方设
法完成合同约定的条款，“甲方”
的主要职责是监督对方实现既定
目标。合同到期后，“甲方”一般
需要付出合同约定的资金或者其
他酬劳给“乙方”，“乙方”则根
据合同完成情况获取应得的报
酬。如果“乙方”没有完全履行
合同，“甲方”有权按照合同的约
定给以相应的扣罚。

类似合同签订中“甲方”“乙
方”这样的关系，在其他领域也
存在。譬如领导与下属的关系
中，领导一般是提出任务，让下

属去完成；下属则按照领导提出
的任务去努力实施。任务结束
后，领导按照下属完成的情况给
以一定的评价，并纳入业绩考
核；下属则根据自己完成任务的
情况，获得相应的褒奖或处罚。

譬如老板与员工的关系中，
老板一般是“甲方”，员工一般是

“乙方”。老板向员工布置任务，
并在实施过程中加以监督与管
理；员工则按照老板的要求努力
工作，以达到老板预定的目标。
任务结束后，老板按照员工完成
情况的优劣，给予相应的报酬。

行政领导层中正职与副职之
间，也有类似“甲方”“乙方”的
关系存在。正职一般是“甲方”，
他的主要任务是提出工作目标；
副职一般是“乙方”，他们的任务
就是完成所分管的那部分工作。

在上述这些关系中，“甲方”
与“乙方”的角色一般不能错
位。如果行政单位中的下属、企
业中的员工、领导层的副职，自
我升格当起了“甲方”，向领导、

老板、正职发号施令，指手画
脚，这就会出现机构或单位的组
织涣散、程序混乱，工作效率降
低，甚至引发内部人际关系紧
张。反之，领导、老板、正职自
我降格为“乙方”，整天忙于事
务，抓小放大，也会使一个单位
或机构失去核心，群龙无首。

不 过 ， 任 何 事 物 都 有 另 一
面。现实生活中，“甲方”与“乙
方”的关系，并非总是一成不
变。作为领导、老板、正职，在
本单位是“甲方”无疑，可是到
了上级那里，他们自然就成了“乙
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保持
着“甲方”姿态，没大没小，就一
定 会 碰 钉 子 。而 领 导 层 中 的 副
职，在下属面前，他应该转为“甲
方”，向下级提出完成任务的指导
性意见，帮助他们解决遇到的困
难和问题。如果此时依然保持着

“乙方”状态，对下只当“传声
筒”，对上只做“汇报器”，要想
升为正职就比较难了。

生活当中，也要学会适时转

换角色。譬如退休了、免职了，
已经不是领导、老板了，却还习
惯性地保持着一副“甲方”派
头，遇事颐指气使，拍板定案，
别人稍有不敬，立即火冒三丈，
这就难免被人耻笑。

朋友、同学聚会，在单位里
是“甲方”的，也要忘掉原来的
身份。不管是处长、局长，还是工
人、农民，朋友、校友面前大家平等。
如果因为曾经有过芝麻绿豆官的头
衔，俨然摆出一副“甲方”派头，居高
临下，目中无人，就让人恶心了。15
年前，我写过一篇题为“校庆之味”
的评论（见《大题小作3》），批评一些
学校的校庆活动“官味”太重，表现
之一是按校友所担任的行政职务高
低安排座位、分配就餐。

在 另 一 种 情 形 下 ，“ 甲 方 ”
“乙方”的角色互换，还是我们极
力提倡的。

作为主要任务是提出目标、
下达任务的“甲方”（包括领导、
老板、正职，下同），如果在制定
目标之前，能放下姿态，通过各

种形式征求意见；与此相配合
的，此时的“乙方”（包括下属、
员工、副职，下同），能站在全局
高度，主动积极地提出自己的想
法和建议，就有可能使目标任务
更加切合实际。

在任务执行过程中，“乙方”
发现“甲方”原来制定的目标和
提出的要求，或不切实际，或存
在偏差，就要有全局观和责任
心，大胆提出自己的想法，要求

“甲方”做出修订与改变。如果觉
得“乙方”的意见有合理的成分，

“甲方”就应该虚心接受，对原来的
目标作重新审视与修正，以使工作
取得更圆满的结果。遇到这种情
况，如果“乙方”依然坚守自己的
原本角色，认为制定目标不是我
的事，看到了不说，想到了不提，
那就会给工作带来本可避免的损
失。同样，如果此时的“甲方”依然
坚守制定目标是我的权力，“乙
方”无权置喙，不听从合理建言，一
意孤行，同样会给工作造成本可避
免的损害。

可见，“甲方”与“乙方”的
角色，坚守与互换，既是学问，
还是修养。观察一下你的周围，
就会发现，一些工作和生活中常
见的矛盾，就是因为有关各方没
有摆正自己的位置所造成的。

你是“甲方”还是“乙方”
随思录

说法

老话新聊
漫画角

社科书架
数字

“上帝死了”是现代科学的
第一个社会后果，至于“人”死
不死，人文价值体系还要不要，
真、善、美这一类东西还要不
要，是科学接下来逼出来的另一
个大悬问。比如微信等通讯工具
改变了人际的空间关系，让远友
变得很“近”，却让近邻变得很

“远”，以至“相思”“怀远”等
古典文学中常见的主题已大大减
少了，这就是现实。又比如电子
虚拟世界使人们见识很广，信息
量超大，但大多数“知道分子”
的知识来自屏幕而不是亲历性实
践，因此知识的质量和深度大打
折扣。我始终相信自然和社会的
自我调适能力，但眼下很多文科
生太不关心和了解科技，很多理
科生则太迷信科技，在价值观问
题上脑补不足，严重缺弦，几乎
是一头扎进数理逻辑的一神教。
这样的两头夹击之下，各种盲区
叠加，知识界的状况倒是让人担
心。

——作家韩少功

我们向别人学习，要把培养
人作为最重要的环节，用更多优
秀的专家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
和顾问合作，不能把大师请来当
成打工仔，把事情做好了就走
了，没有培养人。我们对变革项
目多投一些人，优秀的苗子，跟
着顾问干一段就开窍了。年轻时
如果有机会，我都愿意给他们端
盘子、端茶水，大师一席话会对
我一生有多大启发啊。要给顾问
多配一些人，把大量的种子投入
进去，选那些踏实肯干、优秀的
员工和他们在一起。这样种子传
帮带，几年后我们就有了一支队
伍，走掉两个，还剩下三个，公
司还可以搞下去。

——华为总裁任正非

上世纪 80 年代时，经济学
家为政府出谋划策的参与性很
强，但现在经济学家的影响力似
乎没有那么大了。因为上世纪
80 年代活跃的经济学家参与的
并不是决策，更不是经济的操盘
手，而更多的是引领思想。从这
个意义上讲，尽管在那时候很多
人在思想界很活跃，但跟当时的
经济治理之间，还是“隔了一张
皮”。到 90年代情况开始发生变
化了，相当一批在 80 年代思想
非常活跃的经济学家已经“撕破
了这张皮”，直接参与到经济的
运行中了。现在学院派的经济学
家中，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正
是中国经济学领域的中坚力量，
即使眼下好像跟我们的政策或决
策离开得比较远，但也不能急功
近利，还是要跟政府本身保持一
定的距离。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张军

5%至8%

——根据环境保护部发布的
统计信息显示，2015 年全国有
246 个大、中城市公布了固体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这些城市
的生活垃圾产生量总计约为1.86
亿吨。我国每年生活垃圾产生量
约达 4亿吨，且城镇生活垃圾还
在以每年5%至8%的速度递增。

7.59%

——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
与相关学术机构合作，利用遥
感、地理信息系统技术，首次绘
制出 《中国原始森林空间分布
图》。根据这份地图，中国现有
原 始 森 林 面 积 为 1576.68 万 公
顷，占中国森林面积的7.59%。

2000亿元

——数据显示，2016 年全
国餐饮行业的增速为 10%，但互
联网餐饮的增长却高达 300%，外
卖行业整体交易额达到 1300 亿
元，2017年预计突破2000亿元。

62%

——调查显示，年龄在 40
岁以上、工资 3000 元至 4000 元
的保姆成为我国家政市场的中坚
力量。保姆文化水平方面，小学
及以下文化水平为 3%，初中文
化水平占比最多，为62%。高中
文化水平21%，大学及以上文化
水平4%。

朱晨凯

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
辑，本书主要沿着两条脉络进行
探讨：一是中央权威与地方政府
之间的关系，这体现在各级政府
体制的制度设施和行为方式；二
是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这体
现在国家与社会群体的相互影响
上。书中指出，从大历史的角度来
看，中国国家治理面临的挑战与

困难，在很多方面从历史到现在
都持续存在，至今没有根本改变，
比如说人口众多、幅员辽阔、资源
紧张、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等等。
当今的执政者面临的这些问题，
与历史上的统治者所碰到的问题
是很类似的。正是因为这样的原
因，历史上行之有效的一些治理
方式以不同形式延续了下来。

书中强调了两对关系，借此
来分析国家治理面临的“委托—
代理”难题：第一对是“正式与
非正式”，即正式制度与非正式
制度之间的关系；另一对是“名
与实”，即象征性权力与实质性
权力之间的转化。作者认为，这
两对关系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也是中国国家治理最为核心的部
分。

作者在书中进行了详细阐
述，过去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
研究中更多强调了正式的关系，
比如集权与分权，国家把权力拿
走了，又通过某种形式把权力下
放到地方，这些研究的关注点都
是正式制度或政策的变化。中央
和地方的关系一直都保持着正式
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间微妙转换的
过程，从未中断。换句话说，即
使在正式制度上看是高度集权的
时期，在非正式制度上也可能有
着地方政府运作的很多余地，保
持了很大的灵活性。这样的安排
暂时解决了国家治理的一个难

题，即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
的矛盾。一方面，中央政府可以在
大一统的权威制度下“以不变应
万变”，即尽管各地场景做法每每
不同，中央政府的正式制度始终
稳定不变；另一方面，非正式制度
又使得地方政府按照当地的具体
情况来因地制宜地落实国家政
策，这就是“以万变应不变”。这两
个过程在一定条件下化解了集权
制度与地方性适应之间的矛盾。

“名”与“实”或象征性权
力与实质性权力之间的关系，不
是固定不变的。中央政府有时会
选择保留象征性权力，而把实质
性权力交给地方政府，这个阶段
为“以名代实”。中央政府又会
通过一些机制把实质性权力收
回，称之为“以实正名”。也就
是说，如果中央政府长期只保留
象征性权力而没有实质权力，久
而久之，人们会对其名义权力产
生怀疑，出现中央权力危机。因
此中央政府会间或通过运动式治
理等方式把实质性权力收回来，
通过实际权力的实施来重新为自
己正名。名与实之间、象征性权
力与实质性权力间的相互转化，
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是国家
治理逻辑另一个核心环节。

作者强调，非正式制度是国
家逻辑的核心。非正式制度不是
正式制度的派生物，也不是正式
制度的补充或对立面，而是与正

式制度有机结合、互为依存的。这
并不意味着正式制度不重要，而
是说正式制度如果脱离了非正式
制度，是存在不下去的。在中国国
家治理中，正式制度只有与非正
式制度相结合，才能够运转下去。
过去的研究过多地强调了正式制
度，对非正式制度缺乏充分的认
识。如果没有非正式制度，一个

庞大国家的维系是不可能的。
正式制度体现了中央政府自

上而下统辖权威的制度安排，而
非正式制度体现了地方政府在政
策执行过程中因地制宜的灵活
性，有时甚至是对中央政策的偏
离，而这种偏离恰是中央政府所
默许的，是维系一统体制的制度
安排。从正式制度来看，决策权
在中央政府，但地方政府又可以
灵活处理。事实上，这种灵活性
在实际运作中帮助中央政府摆脱
了困境。如果严格按照中央的规
定，很多政策在各地可能是无法
实行的，正是因为非正式制度的
存在和地方政府的灵活性，使得
中央政策可以很好地落地贯彻。

正式与非正式、名与实
国家治理最核心的两对关系

古生物学博士、中国地质大
学 （北京） 地学院副教授邢立
达，出版过数十本古生物科普读
物，部分被省级教育机构定为省
青少年课外读物，登上各大书城
畅销书排行榜。《龙界历险记》
由宁波出版社出版，是一套将恐
龙元素和大热的悬疑、推理、科
幻元素结合而全新打造的创意系
列书。本系列小说一季三册，每
一册都有一个完整的故事主线，

内容由故事、恐龙小知识、谜团
解答组成。插图包括恐龙复原
图、化石照片和情景卡通图等，
让孩子在阅读故事的过程中了解
知识。

今年，宁波出版社还将陆续
出版由邢立达领衔创作的古生物
科普系列图书。其中大众科普读
物 《中国恐龙》，选取了在中国
发现并且得到古生物学界正式认
可的 50 余个恐龙种类，展示了
发现、整理、命名这些恐龙的科
研过程。宁波出版社还将和邢立
达团队合作打造中国原创的“古
动物小说”系列。该系列小说目前
包括《龙界历险记》系列和“化石
故事系列”。《龙界历险记》第二季

（3本）和第三季（3本），将延续第
一季的恐龙、悬疑、科幻等元素，
用文学语言普及科普知识，引领
青少年更好地了解真实的恐龙世
界与野外求生知识。
（图书信息由宁波市新华书店提供）

《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周雪光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年3月

周雪光，美国斯坦福大
学社会学博士，新著《中国国
家治理的制度逻辑》通过对一
系列具体问题的研究，从组织
层面整体上描述了中国国家
治理逻辑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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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噬 杨树山 绘

桂晓燕

号称史上“最大尺度”的反
腐电视连续剧 《人民的名义》，眼
下正在热播。该剧开播之前并未
大力推介，可谓是静悄悄登场，
然而一经播出，立即引起轰动！
观众力追，媒体热议，收视爆棚，
好评如潮，呈现我国反腐剧沉寂10
年后的空前盛况。为什么这部电视
剧会如此火爆？我想，除了众多实
力派老戏骨的演技让人过瘾外，主
要是由于它宣示了反腐这个宏大
的时代主题，演绎了惊心动魄的

“打虎”真相，犹如出鞘的利剑，直
击人民最痛恨的贪官污吏，从而引
起人民的强烈共鸣。

这部电视剧的一个鲜明特点
是紧扣时代、紧扣现实，剧中许
多贪官形象，都有真实的原型。
例如“小官巨贪”的国家某部委
项目处处长赵德汉，只要是平时
稍微关心一下新闻的人，都能一
眼看出，其原型就是国家能源局
煤炭司原副司长 （正处级） 魏鹏
远。魏官小权大，掌握着全国煤
矿基建的审批和项目改造核准
权，不给他送钱就不给审批，落
马时家中竟搜出现金 2 亿多元！
看到一箱箱一捆捆重重叠叠、堆
积如山的钞票，执法人员大惊，
急忙从银行调来 5 台点钞机连续
14 小时清点，结果当场烧坏一
台，成为轰动一时的奇闻。百姓

们惊呼：这个煤炭司的官员，心
比煤炭还黑耶！而电视剧中的赵
德汉，与魏鹏远如出一辙，也是
官小权大，手中掌握着全国矿产
资源的审批权，其贪污受贿的

“辉煌战果”，也是家中搜出现金2
亿多元。为清点这笔巨额赃款，
12 台点钞机使出了“洪荒之力”，
其中4台不幸“过劳死”。

贪官之所以称为“贪官”，除
了贪财外，往往还贪色，这已为
无数事实所证明。众所周知，凡
落马贪官，几乎个个都有二奶，
有的二奶队伍还十分庞大。故好
有一比：贪财胜过和大人 （和
珅），贪色赶超西门庆。现在包二
奶已成为贪官的“标配”，他们不
以为耻反以为荣，谁要是没有二
奶，都不好意思在江湖上混。

联想起老底子，老宁波对于
将要离家出门“学生意”的孩
子，必定要嘱咐两句老话：“袋袋
莫囥 （音“亢”，意为藏） 错，眠
床莫睏错！”在老宁波看来，那些
贪财贪色的腐败分子，不管贪腐
的情节多么曲折复杂，其本质无
非是袋袋囥错、眠床睏错。袋袋
囥错，就是像和珅那样巧取豪
夺，把不属于自己的钱财囥到自
己袋袋里；眠床睏错，就是像西
门庆那样色迷心窍，睏到不是自
己老婆的其他女人眠床上，或者
让其他女人睏到自己的眠床上来。

为什么这些人袋袋会囥错？

眠床会睏错？用“亿元司长”魏鹏远
的话解释：“之所以不断收钱，是因
为钱能给自己带来安全感，能让
子孙不再过自己小时候的那种苦
日子。”电视剧中的赵德汉，则在案
发后对着检察官声泪俱下：“我家
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呜呜……
实在是穷怕了……呜呜！”穷则思
变没有错，错的是不择手段，能靠
受贿致富，喝毒药解渴吗？

毫 无 疑 问 ， 像 这 样 发 了 横
财，也是整天提心吊胆，毫无快
乐可言。魏鹏远最后说，钱并不
能给自己带来安全，悔得肠子都
青了。剧中的赵德汉哭丧着脸再
三哀叹：“一分钱也没有花，一分
钱也不敢花！”剧中另一个大老
虎、副市长丁义珍，在国内呼风
唤雨，威风十足；逃亡到美国
后，如过街老鼠，每天战战兢
兢，为苟延残喘，不得不扫地打
杂。这就叫做“昨日威风，今日
扫地”。丁义珍的原型，是潜逃美
国两年零八个月的辽宁省凤城市
委原书记王国强。

事实上，凡贪污受贿者，很
难逃脱法网。道理很简单：行贿
者就是知情者，把柄就捏在他手
里。现实中，手下揭发的，二奶
举报的，行贿者反戈一击的，诸
如此类的新闻还少吗？总而言
之，要想不落把柄、不跌跟斗、
堂堂正正为人，就必须做到“袋
袋莫囥错，眠床莫睏错”！

袋袋莫囥错，眠床莫睏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