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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建职业学院纪检办公室编 2021年 5月 25日

编者按：

开展案例警示教育，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也

是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重要一环。十九届中央纪

委五次全会提出，要“把握‘惩、治、防’辩证统一关系，坚持

严惩腐败与严密制度、严格要求、严肃教育紧密结合，做实以案

促改、以案促治”。为了将全会要求落到实处，我们将坚持严格

执纪与思想教育相结合，不定期从上级纪委公开通报的案例中选

编一些典型案例，持续开展警示教育，旨在以案释纪、以案释法，

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本功能。本期聚焦“雅贿”等隐性腐败问题和

“干股牟利”问题，督促党员干部进行自查，加强自我监督，教

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从中深刻吸取教训，筑牢拒

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做到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持续强化守

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的责任担当，提高党员干部的纪律

意识、规矩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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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让雅贿影子股东无处藏身

雅贿不是新名词，雅贿的历史由来已久，并不是什么新鲜手

法。具有 5000 年历史的中华传统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

“一钱太守”、“悬鱼拒贿”就是其中的部分精华，而雅贿则是

其中的部分糟粕。

炭敬、冰敬，单从字面看这几个词，觉不出丝毫的贪腐味儿，

反而感觉出一丝敬意。熟悉中国历史尤其是明清官场文化的人就

会知道，这几个词确实承载着一种“敬意”，是商人对官员、下

级官员对上级官员的“敬意”，用什么来表达这种“敬意”呢？

不是黄灿灿的金子，就是白花花的银子。除了各种“敬”，三节

两寿、婚丧嫁娶、乔迁升迁，也是官员笑纳各种“礼”的时机。

这些“礼”，也可以算作雅贿。

后来，收送礼的人都觉得真金白银太直白、铜臭味儿重，改

为用艺术价值高、品位高雅、含金量不菲的古玩字画、珍宝来传

递“敬意”。这么一来，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就被遮蔽在貌似文人

雅趣的珠帘中，变成了一种似乎很文雅、很有品位的往来。

在明代，书画是可以充当俸银的，既然可以充当俸银，自然

也可以充当礼金。于是，书画成为交际上级官员的利器，雅贿蔚

然成风。

【案例】

日前，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原副秘书长、办公厅原党组成员

扎西江措严重违纪违法案细节公布，“雅贿”等隐性腐败问题十

分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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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十九届中央纪委

五次全会工作部署，紧盯“雅贿”、“影子股东”等隐性腐败，

持续加大查处和通报曝光力度，让隐性腐败无所遁形。“西安市

人民政府原副市长强小安违规收受他人所送玉器宝石 6 件、书画

作品 97 幅，为相关人员在工程承揽、项目建设等方面提供帮助。”

前不久，陕西省纪委监委通报了 5 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

题，其中西安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强小安违规收送玉器宝石、书

画作品问题引人关注。

为防止通过“雅贿”行为“围猎”党员领导干部，西安市纪

委监委突出领导干部违规收送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文玩字画、文

物古董等“雅贿”问题整治。紧盯重要时间节点，聚焦关键少数，

先后组织西安市文联所辖的西安市书法家协会、美术家协会、作

家协会等重点协会的主席团领导及知名艺术家签订拒绝“雅贿”

的承诺书，提前筑好预防“雅贿”腐败的防火墙。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玉曾一度出现在当地党员干部、

公职人员的受贿清单里。不同于收受钱财的直接，认为和田玉是

土特产，“顶多就是违纪违法，不会构成犯罪”的不乏其人。为

此，自治区纪委监委持续整治收受玉石敛财以及开采、交易背后

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防特产变“味”变“质”。截至目前，

全区 10.5 万名党员干部对是否存在利用和田玉谋取私利问题进

行了自查申报。

与“雅贿”类似，“影子股东”近年来也成为一些党员干部、

公职人员谋取私利的新方式。“在深圳证监局原副局长熊国森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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贿案中，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多次利用与熊国森建立的非正常政

商关系，相继为有关案件当事人从轻处理、承接业务等事项进行

请托。此类人员隐藏在党员干部身边，专门利用党员干部职权或

者职务影响力谋取私利，充当职业掮客，形成‘影子公司’。”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证监会纪检监察组有关负责人介绍，针对此

类情况，该纪检监察组在部署今年重点工作时，专门提到要加强

对重点领域、重要部门、关键岗位权力运行的监督检查，对权力

行使进行事前事中事后全程监督，从源头上防范“被围猎”风险。

对多次行贿、性质恶劣的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完善责任追究机制，

加大惩罚力度，严惩送钱的“影子公司”，抓好典型案件查办，

切实形成震慑。

江苏省无锡市纪委监委聚焦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重点部门，

聚焦大宗采购、房地产开发、工程招投标等重点领域，按领域、

分步骤开展专项整治。对工程建设、资源交易、政府采购等“影

子公司”易于藏身的重点领域，加大审查力度；对利用职权或影

响力开展经营活动谋取利益的案件，集中查办、快查快结；对存

在长期性、固定性行贿及利益输送行为案件，深挖细查其背后的

“影子公司”。

【警示】

雅贿有其隐蔽性，比直接送真金白银、房产、汽车隐蔽得多，

而且又附庸风雅，颇受一些贪官青睐。但再雅的贿也是贿，再优

雅的腐败也是腐败，其实质仍是权钱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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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领导有雅好并非坏事，只要能守住公与私的边界，雅

好可以丰富业余生活、修身养性、提升道德情操；可怕的是由“好”

而“贪”、由“雅”而“腐”，越过了公与私的边界，打着雅好

的旗号，公权私用、以权谋私，最终滑倒在雅贿面前。

防治雅贿，不能被其表面的“雅”迷惑，而要紧盯其实质—

—“贿”。组织部门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日常管理，规范领导干

部兼职行为，对在各种协会任职、挂职、兼职的官员进行全面清

理，不是艺术家的官员混入其中就应清退；纪检部门要瞪大眼睛、

伸长耳朵，发现问题及时拉拉袖子、咬咬耳朵，对群众反映强烈

的领导干部，要及时谈话函询，对收受雅贿、涉嫌违纪违法的要

及时查处、通报曝光，形成震慑。

釜底抽薪之计，就是转变政府职能，同时把权力关进制度笼

子里。这样一来，官员就是想受贿，也未必有人肯给他们送，“俗

贿”也好，“雅贿”也罢，就不会那么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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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警惕干股背后的权钱交易

近年来，随着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一些职务犯罪案件中

被审查调查人的贪腐手段、腐败行为日趋隐蔽化、复杂化，以干

股牟利便是一种形式。

干股，也叫做虚拟股，是股份公司无偿赠送的股份。持有干

股，是假设当事人在该企业拥有多少比例的股份，按照相应的比

例分取红利，持有干股的人不具有对企业的实际控制权。由于比

直接收受现金更加隐蔽，收受干股成为少数干部规避法律制裁、

进行权钱交易的新“幌子”。

近期，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了多起党员干部以干股牟

利的案例。这些案例既是党风廉政建设的“成绩单”，更是发人

深省的“警示录”，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警示意义。

【案例一】不收现金收股权

广东省深圳市发改委能源与循环经济处原处长李镭，信誓旦

旦宣称自己“从未向企业索贿，拒收企业为感谢自己送的现金、

购物卡超过 30 次，金额累计超过 400 万元。”但事实并非如此，

他不是不爱财，其觊觎的是利益更大的股权。

早在 2005 年至 2009 年，作为负责项目审批的承办人，李镭

利用职务便利，通过告知项目申报信息、协调项目申报等方式，

帮助某医疗公司向国家发改委申报产业化资助项目，助其获得政

府无偿扶持资金 2000 多万元。事后，李镭主动向该企业董事长

梁某提出购买公司原始股的要求。为了表示感谢以及希望继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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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项目申报方面的支持，梁某以每股 5 元的价格向其出让 1 万股

原始股。

第一次尝到认购原始股获利的甜头后，李镭驾轻就熟地建立

起一套自己以权换钱的模式，多次利用职务便利帮助企业成功申

报政府扶持资金和政府投资项目，事后相继从某科技公司以 1.5

元每股的价格购入 50 万股原始股，从某环保公司收受干股 50 万

股，并精心设计由行贿人或家属朋友代持，从中获利数百万元。

“被告人李镭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八十万元……”2018 年 6 月，听到法庭的庄严宣判，李镭做

梦也没想到自己眼里所谓“小的违纪行为”最后会酿成锒铛入狱

的恶果。

【案例二】 以干股进行“长线投资”

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原党组成员郗同福，2017 年被

立案审查调查时已经退休 5 年多。在职期间，看到老板们包工程

赚大钱后，郗同福想出了一条生财之道——入股办企业。起初，

郗同福和妻弟等人共同持股，成立了土石方工程队，利用自己手

上握有掌管业务和资金拨付的权力，承揽工程，几年下来就赚了

几千万元。后来又将工程队升格成市政工程建设公司，由妻弟台

前敛财，自己幕后指挥，形成了数个家族企业，本人始终占有股

份并享有最后“决定权”，赚得盆满钵满。

掌握土地出让、企业改制等实权的郗同福，脑海中全是对金

钱的渴望。江苏某集体所有制房地产企业改制时，请求郗同福出

面帮助公司改制到自己名下，并承诺将在企业发展的利润中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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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亿表示感谢。2001 年，郗同福顺利将该企业收入囊中。2004

年，郗同福调任连云港后，该企业法人紧紧跟随，拉着郗同福及

其妻弟合作成立房产公司。按约定的 30%股份比例，郗及其妻弟

应当出资 1715 万元，而实际仅出资 500 万元，其余 1215 万元由

该企业法人代为出资。2008 年，在调离岗位前，郗同福提出退

股和分红要求，双方商定以房产进行折抵。郗同福获房产 65 套、

车位 30 个，折合人民币超过 4000 万元。

郗同福把公权当作发家致富的“造币机”，最终受到党纪国

法的处罚。2018 年 5 月，经江苏省纪委常委会省监委会议研究

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郗同福开除党籍处分，取消退休待遇，

收缴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所涉款物移送检察机关依法

审查、提起公诉。2018 年 12 月，郗同福因犯受贿罪被一审判处

有期徒刑 12 年。

【案例三】在围猎面前败下阵来

西藏自治区原工商局党委书记、副局长赵世军，走上领导岗

位后，应酬多了起来。长期灯红酒绿的生活，让赵世军结识了很

多所谓的知交好友，陈某就是其中之一。2010 年底，陈某找到

时任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党委副书记、厅长的赵世军，请他为其公

司合伙人安排工程项目，承诺向其赠送某公司 30%的干股。2020

年 7 月，经第三方评估，赵世军持股对应资产价值 2492 万余元。

面对陈某请托，赵世军非但没有拒绝，反而认为陈某“有利益能

想着我，有良心，我没有看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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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年来，赵世军不仅对这种歪风邪气没有任何反思，甚至

还经常高谈阔论：“它是社会发展中的一种规律，我们只能认识

它、利用它，而不能抗拒，无法改变。”2020 年 12 月，经西藏

自治区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自治区党委批准，给予赵世军开

除党籍处分，取消其享受的待遇，并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

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案例四】从收干股开始沦陷

福建省厦门市审计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陈培新，在厦门市

财政系统工作 20 余年，勤于钻研、业务精通，曾被评为“全国

财政系统先进工作者”。然而，傲不可长、志不可满。2002 年

前后，陈培新的小学同学王某想找块工业用地盖厂房，物色良久，

看中了前埔的一块地，也很自然地想到了老同学陈培新。

在陈培新的“牵线搭桥”下，该公司和街道有关人员对王某

关照有加。后来，王某成立了一家公司，用于申请购地。公司成

立前夕，王某告知陈培新，他想送给陈培新一些股份，待厂房盖

好出租后可分红。陈培新欣然接受了王某的“好意”，并让妻子

陈某具体接洽入股一事。此后，王某便将公司 5%的股权登记在

陈某名下。2005 年至 2015 年间，陈培新累计获得王某给予的相

关股份分红 60 万元。

初尝甜头后，陈培新和一些从事不当经营的企业走得越来越

近，常利用职务便利帮助企业解决各种难题，同时，自己也鼓了

腰包。“收钱办事、办事收钱”已然成了陈培新的家常便饭，夫

唱妇随，贪婪无度，合演贪腐“二人转”。2019 年，陈培新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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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

刑 10 年 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100 万元。他的妻子陈某也因

共同受贿，被判处有期徒刑 3 年，缓期 3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30 万元。

【警示】

近期，类似被中央纪委通报的案例还有很多，如以“投资分

红”“干股获利”“感谢费”等形式，收受他人所送人民币共计

1267.3 万元的四川省威远县委原常委、县总工会原主席李磊；

在担任宁化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期间，伙同他人，向从事非

法采矿活动的许某等人索要干股及钱款的福建省宁化县公安局

原党委委员、副局长张志龙等等。在这些案例中，围绕“干股牟

利”，有的自作聪明，一次又一次地试探纪律和法律的“底线”；

有的“官”与“商”界限不分，公权私用，为了一己私利，抛弃

初心使命；有的错把歪风邪气当社会规律，面对“围猎”放纵贪

欲滋长，直至全线失守；有的在为官从政路上钻入钱眼无法自拔，

最终自毁前途，身陷囹圄。他们最终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沉重代

价，教训深刻。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以干股牟利，看似披着一层投资行

为的“外衣”，本质上还是公权谋私、权钱交易。权与利深度结

盟，极易造成政治经济生态破坏。与股份利益“绑定”，驱使党

员领导干部滥用权力为持股企业谋取利益或竞争优势，破坏公平

公正的营商环境，严重污染区域政治经济生态。被干股“套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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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党员领导干部与企业形成了长期稳定的利益输送链条，极易固

化利益同盟，一旦查处，往往涉案金额巨大。

违规持有干股，不仅有损公权力的廉洁性，还严重扰乱市场

经济秩序。《党纪处分条例》第八十八条、八十九条对于违规收

送有价证券、股权、其他金融产品等财物的行为及其适用处分作

出了明确规定，将“违反有关规定从事营利活动”列入违反廉洁

纪律范畴。党员领导干部务必清醒认识到，利用职权或职务上的

影响违规收受干股，无论如何“包装”，终将难逃党纪国法的严

惩。各级党组织要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对收受干股行

为要抓早抓小，坚决消除权力寻租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