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宇：政府效率之中外对比

亿万富翁马斯克（Elon Musk）将领导美国政府效率部门。（Shutterstock）

标签: 政府效率, 民主国家政府职能, 中国政府效率, 官僚体系, 政府瘦身改革

更新 2024-12-06 6:58 AM 人气 108

【大纪元2024年12月06日讯】政府和企业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都有明确的目标：企业通过

产品或服务来赚取利润；政府则通过提供社会服务来维持秩序改善民生。它们都有可能成功或

失败：企业可能盈利也可能亏损；政府也可能把社会治理的更好或更糟。尽管都可能把事情办

砸，但后果却不尽相同：严重亏损的企业会被收购或破产倒闭；不受欢迎的政府嘛——大伙却

往往拿它没辙。原因很简单：企业面临市场竞争的压力， 不进则退；政府的更换则要麻烦得

多，在专制社会中几乎不可能完成。

即使在非专制国家，竞争机制的缺乏也会使得政府效率远逊于当地成功的企业。效率体现在两

个方面：一为办事速度，二为消耗资源与产出的比例。政府在这两方面都很容易陷入效率低下

的窘境。提高办事速度需要几个条件，最重要的是执行人的意志和权力，其次是方案和执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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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机构的复杂程度。为什么马斯克开发星链和可回收火箭技术如此神速？因为马斯克本人对

公司大权独揽同时又有着强烈的意志要在有生之年让人类殖民火星。而美国政府的办事效率则

常常成为他的掣肘：比如要求他在火箭发射之前提交火箭部件落入海中不会砸到鲸鱼的评估报

告……

在民主国家政府职能往往被拆分为多个不同的部门让它们互相监督制约，以减少腐败和滥权现

象。但这也增加了办事的流程和复杂度，影响了速度效率。当社会事务日趋复杂，政府职能部

门不断增加，而这些新部门的工作内容往往监管多于服务。试想开一家简单的餐馆，也会面临

需要申请营业执照，卫生执照，消防合规，劳务合规，财务审查等众多事项，没有一定意志力

和执行力的普通人还真办不了。

工作态度方面，政府公务员往往抱着铁饭碗的心态，以个人不犯错为最高准则。能够照章办事

已是不错，速度方面就难以奢求。在资源利用，特别是公帑的花销上，只要合规，少有节省的

观念。同样的商品，政府采购往往高于市场价格。官员在花钱时不做充分市场调研，不选技术

上最为经济合理的方案也是常态。比如美国政府在为农村地区提供网络服务的项目上就刻意拒

绝星链等廉价且能快速普及的方案，而选择铺设昂贵的光纤网络，使得投入多年时间与巨大开

销后依然难现成果。细看每一步，政府行动的立项与花销都是合规的，但总体上效率就是低

下，远景目标难以实现，甚至入不敷出必须持续增加赤字以维持财政平衡，这些负面的后果责

任应该由谁承担？

政府的低效是一个世界难题。尽管体制内的官僚都或多或少感知到问题的存在，但有兴趣要去

改变现状的却寥寥无几。首先这是一种惰性带来的惯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求有功但求无

过。这是绝大多数基层公务员的心态。对于高层官员来说，常年的政治磨砺早已让他们圆滑世

故。他们和他们的前辈设计了政府的运作方式，其中很大一部分也暗藏着私人的利益。将子弟

安排进入冗余部门赚取高额薪俸，通过家族关系与相关企业构建利益关系，甚至凭此在退职后

进入这些企业，这都是常见的隐蔽腐败方式。精简政府提高效率与他们的私利相抵触，因此也

很难由这群官僚推动。

然而政府的低效在很多国家已经或即将导致严重的社会灾难了，特别是政府债台高筑的恶果。

债务是要偿还的，若是债务规模大到财政收入都难以支付到期利息时，那对社会经济和政府的

稳定性都将是致命的。米莱在阿根廷大刀阔斧削减政府部门降低预算走出债务危机的改革被证

明是可行有效的。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近年国债规模的飙升也给财政带来极大负担，以



至川普刚当选下任总统就宣布要以马斯克为首组建政府效率部，执行类似的政府瘦身改革。鉴

于马斯克收购推特后裁员八成仍能将其继续做大做强的实绩表现，有理由相信他在新工作上会

取得同样突出的成绩。

和西方政府相比，中国（中共）政府效率的现状如何呢？我们同样从效率的两个方面（速度和

花销）来分析。

从政体上看，中国由中共独裁专制，与西方的民主制度有着本质的不同。民主之下，凡事大家

商量着办，还要互相制约互相监督，办事速度上总是差一截。专制政权就少了很多累赘，说干

就干，不但速度快，还能把很多别人压根办不了的事情给办了。比如三峡大坝这种对环境和安

全影响巨大的工程，在学术评估和科学论证不充分，学界和民间充满争议的情况下，大领导发

话拍板，一切障碍就神奇消失，大坝按期合拢。这在西方民主国家是不可想像的。又比如疫情

期间千万人口的大城市说封一夜就给封了，甚至还能做到把居民关在家中焊死大门。这效率，

这执行力，马斯克也自叹弗如。在中共领导下中国取得了各种各样的世界第一，比如高铁总长

度、钢铁总产量之类，也在各行业创造出奇迹般的中国速度。

诚然中国速度体现了专制铁拳力量的强大，但这种力量并不能收放自如，也无法面面俱到。大

领导关注的项目自会获得下属全力配合，但上级不重视或刻意忽略的部分则效率极端低下，甚

至无法推进。由于只对上方负责，中共的政府部门往往只会专注来自上头的命令。那些来自下

方的请求就难免遭到怠慢，甚至被当作皮球踢来踢去，毫无速度效率可言。所谓中国速度，那

都是个别方面的。平均而言，中国的总体发展速度在世界上并不突出。而且中国经济发展伴随

着贫富分化的急速加剧，普通人生活质量的进步速度就更加缓慢。

中共常说集中力量办大事，大力出奇迹，专制似乎成了一种优势。但这种模式近来却屡屡碰

壁，不再灵验。面对西方的芯片封锁，中共斥资万亿大炼芯片，却没有砸出一片水花，与海外

的技术差距还在不断增大。疫情期间给上亿人每天捅鼻子，可还是无法阻止病毒传播，最终无

奈放弃清零全面解封。为什么还有事情靠专制的力量也无法办成呢？因为强制所能调动的只有

个人的蛮力，它不能改变病毒传播的客观规律，也无法推动技术进步。事实上自由才是激发创

造力的最佳土壤，专制起到的恰恰是反面抑制作用。

从资源利用效率，或者说金钱投入产出比的角度来说，中共政府的效率非但低下，而且存在着

巨额的浪费。比如说疫情期间的封城、方仓、每天一次甚至多次核酸检测，巨大的投入产出几



乎为零。水稻上山、雄安新区都是类似的例子。即使中国引以为傲的高铁，表面风光的背后也

是巨大的亏损，大多数线路使用率的低下导致回本遥遥无期。

中共专制政权使用资源效率低下的原因有二。首先是外行领导内行，在没有充分调研的情况下

外行领导拍脑袋做决策，显然会导致大量的浪费，甚至带来灾难。比如大跃进大炼钢铁超英赶

美就是极端的例证。第二个原因是政府部门缺乏监管导致腐败盛行，官员们故意多花钱乱花

钱，实际是将钞票装进自己的口袋。这种现象在地方政府尤其严重。中国地方政府特别热衷于

搞大工程，尤其是大型基建项目。一方面这符合中央精神容易获得中央拨款，另一方面也容易

获得银行贷款，或据此增发地方债务。项目需要的资金越多，它们就越容易上下其手谋取私

利。至于项目质量，项目完成后能否真正创造效益，政府增发债务对未来财政的影响，地方官

员是不关心的。因为一方面这是后人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央总要兜底不能让地方政府破产。

美国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了政府的臃肿低效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存量巨大且还在加速增长

的政府债务已经埋下了爆雷的危机。川普再次当选总统后，任命马斯克为政府瘦身，消减债务

提高效率。虽然还未上任，其计划已经迎来众人的喝彩和期待。相信川普和马斯克能够获得成

功，他们都是精明干练的成功商人，拥有控制成本提高效率的管理经验；另一方面则在于他们

从政的理想并不是谋取私利，而是真正施展自己的抱负为美国社会造福。美国的民主制度在政

府积弊之时能够及时引入社会精英改革政府弊端，何其幸甚！

反观中国，中共政府之开销债务远胜美国，社会经济基础又远逊美国，危机指标更是随时爆

表。随着房地产崩盘，以卖地收入为大头的地方财政全面崩溃，中央财政在经济疲软态势下也

难以为继。财政困难已经严重到公务员的工资都要拖欠了。那么中共会不会学习阿根廷和美国

通过削减政府规模来化解债务提高效率？不会！相反它们还在继续增加债务，印钱来确保财政

和庞大公务员阶级的生活保障。它们获得的利益最终只会以通货膨胀的方式由本就贫困的普通

国民承担。

政府瘦身改革需要由体制外人士来主导，特别是那些在企业管理方面卓有成效心得的企业家。

川普和马斯克就是这种模式。但是中共独裁的特点确定了民营企业家们在中国处于二等公民的

实际地位。他们只不过是中共的提款机，让羊长出更多羊毛的牧羊犬。他们需要听从党的指

挥，接受党的领导，按照党指明的方向去奋斗努力。若是他们通过官商勾结致富，那么他们是

体制的受益者，并非真正从市场中打拼出的商人，也不可能去改革政府填补体制漏洞。对于那

些真正有能力靠自己发展壮大的成功企业家，他们的建议党会听从吗？马云就曾经指出中国的



金融监管问题巨大，想要通过阿里旗下的蚂蚁金融改革中国的金融市场。结果呢？Where is

Jack Ma? （马云哪儿去了？）马斯克打趣问道。

悬崖勒马还是疯马加鞭，马斯克和马云这两马在美国和中国的不同境遇表明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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