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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官百态

哈哈镜象牙塔里岂容“蛀虫”藏身——

走出科研腐败的泥沼

今日聚焦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
丙奇：要堵住科研经费“黑洞”，需
要改革科研体制，包括取消“科研
提成”，对科研人员实行阳光化的

“年薪制”，避免科研人员靠课题
经费致富；建立科研经费使用的
信息公开机制；打破行政主导科
研资源配置的模式，实行学术本
位管理。否则，科研经费只会养
肥一批“蛀虫”，败坏学术肌体。

核心提示：
昔日的学术净土，如今却时常被曝藏匿贪腐犯罪。一些高校和科研

院所中的知名教授、顶尖科研人员，并不是因为科研成果为人所熟知，却

由于科研腐败被查进入公众视线。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学术净土变得如

此不堪？

■ 专家观点

据报道，财政部、国土资源部
矿山环境治理项目评审专家周某，
帮助企业向财政部经济建设司环
境资源处原处长姚劲松打听相关
项目资金的审批情况，并给姚劲松
50万元感谢费。最终，姚劲松因受
贿罪被判有期徒刑10年半，而周某
被判无罪。

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为谋取不
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
物的，属行贿罪。情节特别严重
的，可以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
无期徒刑。但在现实司法审判中，
被判行贿罪的案例并不多，比如，
始于 2009 年的茂名官场窝案共查
处厅、处级干部240余人，许多行贿
的官员并没有及时受到刑事责任
的追究。

腐败案件查处中经常出现这
样的现象：只注重对受贿者的惩
处，对行贿者却“网开一面”；或者
象征性地给予行政处分，没有追究
刑事责任；又或者根本没有受到任
何追究，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定
的负面影响。

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从
某种意义上讲，行贿者的“示范效
应”不比受贿者好到哪里去。例
如，行贿者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巨
大利益，如果行贿官员的事实被曝
光，却仍然得不到处理，社会公众
会作何感想？对社会风气又会造
成何种不良影响？一旦行贿成本
不高成为一些人的共识，是否会诱
使更多人铤而走险？

行贿、受贿是对合性犯罪，没
有行贿就没有受贿。只有打破行
贿人员不受追究的潜规则，方能真
正建立起完善的惩防腐败体系，形
成“不敢贿”、“不能贿”、“不想贿”
的良好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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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职权收贿赂

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
副主任张晓江涉嫌受贿案近日一审
开庭。张晓江在先后担任不同职务
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在企业固定资
产流转、土地购买、税务处罚协调、
农贸市场建设经营、职务升迁、企业
转让、工程承接、工业项目准入等方
面为相关企业和个人谋取利益，并
单独或伙同他人非法收受、索取贿
赂共计价值人民币79万余元。

非法牟利悔已迟

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
便利，多次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
价值 91000 余元。日前，桐乡市濮
院镇农业经济服务中心原主任倪桂
泉因涉嫌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 4
年，扣押在案的受贿款予以没收。
法院审理后认为，倪桂泉身为国家
工作人员，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
同时，考虑到其系自首，可以从轻或
减轻处罚，且在其家属的帮助下已
退清全部涉案赃款，酌情从轻处罚。

以权谋私被查处

台州黄岩区区委原常委、常务
副区长金小云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
之便，多次为企业老板和工程承包商
在工程承包、工程款结算、土地招拍
挂等事项上帮忙，收受工程承包人等
贿赂人民币百万余元；贪污人民币数
万元；以权谋私，将分管单位的国有
资金存入其儿子所在银行，帮助其儿
子获得存款提成百万余元。目前，此
案已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收人钱财终入狱

日前，台州椒江区畜牧兽医局
原局长陈武国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
期徒刑10年3个月，剥夺政治权利1
年，并处没收财产计人民币 3 万元。
2011年6月至2013年4月，台州市海
滨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实际负责
人柳崇富在领取补助款后，为感谢陈
武国在项目申报、验收、拨款等方面
的帮助和关照，先后4次送其共计12
万元，陈武国予以收受。

全国政协的一份统计材料
显示，2013 年，全国公共财政
科技支出超过 5000 亿元，而
1978 年这一数据仅为 52 亿多
元。不到 40 年，我国的财政科
技投入增长近 100 倍。但投入
重金的科研事业，获得的学术
成果和技术创新却不尽人意，
其中一大原因就是科研经费使
用混乱无序。

近年来科研经费尤其是来
自国家、省市布置的纵向课题
经费增加，但大量经费流失在
项目之外，被用于吃喝玩乐，甚
至流入个人腰包。近几年，科
研腐败案件频频见诸报端，多
位知名学者陷入腐败丑闻。

今年 10 月 10 日，科技部
党组通报，国家审计署 2012 年
4 月审计发现，5 所大学 7 名教
授弄虚作假套取国家科技重
大专项资金 2500 多万元，目前
已有 8 人被查处，其中包括中
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宁等知名
学者。

头顶“中国最年轻的工程
院院士”“中国动物克隆体系创
始人”等光环，担任国务院常务
会议批准、经费约 200 亿元的
重大科研专项副总工程师，中
国工程院院士李宁因侵吞科研
经费被批捕。

北京邮电大学软件学院原
执行院长宋茂强，在 2010 年至
2011 年负责科研课题期间，编

造劳务人员名单冒领劳务费，
将 68 万元科研经费据为己有，
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

厦门大学教授何孝星、林
伯强负责的课题组，使用与课
题无关的票据报销科研经费。
2013 年 12 月，厦门大学给予何
孝星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降低
岗位等级；给予林伯强行政警
告处分，违规报销的 12 万元被
退回。

北京中医药大学原教授李
澎涛、王新月夫妇，涉嫌贪污
264 万元被移送司法机关；山
东大学刘兆平骗取公款 341.8
万元，被判刑13年⋯⋯

从曝光的科研腐败案件中
不难发现，造假套取科研经费
的手段五花八门：借壳套现、重
复申报、虚列劳务费用、虚假发
票冲账⋯⋯在相关科研经费腐
败案中，“吃经费”已成为公开
的秘密。

据了解，目前科研经费仍采
取支出取得凭证后手工报销的
传统方式，报销的票据凭证是否
真实合法，很难审核。有些科研
人员购买资料、设备的同时购买
私人用品，有人拿来私家车加油
发票、洗浴中心发票，甚至是与
情人开房的发票⋯⋯科研经费
成了啥都可以往里装的“筐”，
吃喝玩乐均能报销。这不仅造
成了财政资金极大浪费，更恶
化了科研环境。

手法：五花八门“吃经费”

近年来，国家在科研经费
上增加投入，使一些高校、科研
院所财大气粗。一些知名教
授、科研人员，往往手握大量科
研经费，他们原本是科技进步
的推动者，可一部分人在拿到
科研经费后，不把心思花到科
研成果上，却通过各种形式巧
立名目花钱，甚至将经费收入

自己的腰包。
借壳套现、重复申报、虚列

劳务费用、收集发票冲账，本
应花在刀刃上的科研经费，成
为某些人的“提款机”和中饱
私囊的财源。那些隐身于高校
和科研院所的“蛀虫”，蚕食着
科 研 净 土 ，也 恶 化 了 学 术 生
态。

在 50 岁以前，浙江大学原
教授陈英旭的职业生涯很顺畅。

作为国内水环境治理领域
的知名学者，陈英旭头顶诸多学
术光环。1990 年，陈英旭获得
浙江农业大学（后并入浙江大
学）博士学位。他曾先后任浙江
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常务副院
长、浙江大学水环境研究院院
长，也是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
授、浙江省“151 人才工程”第一
层次人才、浙江省中青年学科带
头人，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
程国家级人选，享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

这样一位知名学者，却一步
错步步错，陷入科研腐败的泥
沼，因贪污 945 万余元站到了被
告席上。2014 年 1 月，陈英旭因
犯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并处没收财产20万元。

陈英旭的出事，源于 2008
年获得立项的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太湖流域苕溪农业面源
污染河流综合整治技术集成与
示范工程”。

“苕溪课题”隶属于“水体污
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这
是我国迄今为止资金投入总量最
大的环境科研项目。“苕溪课题”
由陈英旭担任总负责人，下设10
个子课题，初衷是为太湖水体污
染控制与治理提供强有力的科技
支撑。该课题总经费高达 3.135
亿元，其中国家拨付经费 1.0544
亿元。

陈英旭利用课题总负责人
的身份，将两家关联公司——杭
州高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和杭
州波易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列为
课题外协单位，这两家公司工商

登记上的股东都是挂名的，其实
际控制人都是陈英旭，平时运营
则让学生来管理。

2008 年 8 月 至 2011 年 12
月，陈英旭以承接子课题部分项
目任务的名义，将课题经费交由
波易公司、高博公司支配使用，
并授意其学生提取科研经费，主
要用于增资和套现。表面上，高
博公司和波易公司共计 870.73
万元科研经费使用后，账面上只
剩 268.25 元，实际上，是其利用
假发票冲抵等方式做假账。波
易公司没有任何在水专项上的
开支，而高博公司绝大多数列支
的开支都不是用于水专项支
出。这些课题经费，大部分进入
了陈英旭的口袋。

陈英旭明白，按照纵向科研
课题经费的使用规定，用不完的
科研经费需归还国家。可是，既
然把课题经费申请来了，他不可
能再还回去。此后，陈英旭指使
学生通过创达公司、溢科公司等
单位伪造合同，利用开具虚假发
票等手段，陆续将巨额专项科研
经费占为己有。

杭州市中院在判决书中认
定，陈英旭身为国有事业单位中
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苕溪课
题”总负责人的职务便利，采用
编制虚假预算、虚假发票冲账，
编制虚假账目等手段，将国拨科
研经费 900 余万元冲账套取，为
己所控，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

鉴于陈英旭在立案前全部
退交赃款，未给国家造成实际损
失等情况，法院酌情从轻处罚，
但对锒铛入狱的陈英旭来说，原
本光明的学术生涯却再也回不
来了。

案发：巨额贪污终入狱

频频发生的科研腐败案件，
除了部分科研人员的个人道德因
素外，更暴露出科研经费管理方
面的制度性漏洞。事实上，科研
腐败从课题立项时就已现出端
倪。

在我国，只有申请课题成功，
才能获得经费资助。由资深教
授、学科带头人等担任的课题组
长，在科研项目申请和科研活动
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不少课题组
长一人就对课题的人、财、物拥有
绝对的话语权，旁人难以插手。

尽管高校内部对科研经费的
使用监管都有规定，但实际上，不
少学校对科研资金的默认态度，
是谁弄到课题就是谁的钱。学校
除提取一部分管理费外，科研经费
几乎就是课题负责人的私有财
产。不少高校教授手中掌握大量
科研资金，这也是很多高校学生喜
欢称导师为“老板”的原因之一。

由于缺乏相应的监管，科研
经费开销存在随意性大、使用不
透明等问题，腐败已成为高悬在
一些科研人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
之剑。

有专家指出科研腐败的“三
宗罪”：一是立项，科研申报不拼
实力拼关系”；二是财务，经费花
不完，报销靠造假；三是审查，课
题验收走过场，成果如何没人管。

目前在科研领域，我国还没
有一部关于科研项目立项、审
批 、经 费 使 用 、监 管 责 任 的 法
律。科研项目立项、经费使用管
理、项目审查监管的整个链条，
因缺乏必要的法律规范和制度
约束，仍旧在惯性的监管缺位环
境下运行。

有专家表示，遏制科研腐败
蔓延，需要加强对科研经费的审
批，将各种名目的补贴与人员费
用列在明处，同时加强并完善对
科研经费使用的审计与监督机
制，让科研经费的审批与开支更
加规范。改革科研经费分配方
式，让科研人员从“申请经费”中
解放出来，有更多精力专心研究
工作。同时要健全问责制度，引
入公正、公平、公开的专家评审制
度，有效遏止科研乱象。

改变，已然出现。
今年 10 月，由科技部、财政

部共同起草的《关于深化中央财
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
改革的方案》，已批准即将发布实
施。《方案》提出，政府不再直接管
理具体项目，而是通过公开统一
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宏观统筹，
具体委托专业机构来管理。这意
味着我国科技投入的管理将出现
巨大转折。

反腐，正以零容忍的姿态亮
相科研领域。

反思：
科研腐败零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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