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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G押宝全聚德
被指“无技术含量”收益难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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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企参与
户口倒卖利益链曝光
本报记者 闵云霄实习生 谢孟航

大政

（详见 P02、P03）

10月 16日，北京警方对外宣布，
金吉列出国留学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金吉列公司 )总裁朱某某等
人指使下属出售进京指标，一个应届

大学毕业生进京户口经层层倒手最

高要价 72万元。朱某某等 8人涉嫌
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罪被刑拘。

户口倒卖这一尴尬话题再度引发

舆论争议。在政府设计的进京制度下，

户口象征着身份、蕴含着政策红利。随

着进京指标逐步收紧，平等的市场闸

门关上，无序的黑市热络起来。

《中国企业报》记者通过暗访发

现，随着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大，倒卖

北京户口行为变得更加隐蔽。为规避

风险，一些指标“富余”的企事业单位

通过层层中介传递完成利益输送。在

这个过程中，吸引人才的条件被当做

商品摆上货架，最终损害的是用人单

位的效率与人才市场的公平。

疯狂的黑市交易

根据举报，王某在互联网发布信

息称，有应届高校毕业生进京户口指

标。警方专案组调查发现，今年 7、8
月份，王某通过金吉列公司人力资源

部门薪酬经理刘某，分别为小夏、小

刘办理过进京户口，并收取数十万元

的相关费用。

金吉列公司为一家具有接收应

届高校毕业生资质的民企，每年可申

请数名进京户口指标。

警方调查发现，金吉列公司总裁

朱某某与公司副总唐某及人力总监

钟某某商议决定，将今年公司申请到

的 3个进京户口指标出售牟利，每个
定价 8万元，并将此事交由公司薪酬
福利经理刘某具体负责。

刘某遵照指示，将一个指标作为

福利给同公司员工曾某，并收了曾某

15万元作为公司盈利入账。其余的两
个指标，刘某则委托朋友王某代卖，

王某又找到同学李某飞帮忙，将出售

进京户口指标的信息发布到网上。

（下转第四版）

指标“富余”的企事业单位通过层层中介传递完成利益输送

最近，随着中央加大反腐力度，中石油、中移动、中储粮

等大型国企的多名高层管理人员接受调查。特别是中石油案，

牵涉到大批国企高管。这一系列事件展现了中央前所未有的

对国企反腐的重视，也暴露了国企在管理体制上存在的问题。

但是，针对国企腐败案例，出现否定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制度的

现象，值得关注。

国企腐败现象到底是公有制造成，还是二元经济结构造

成？厘清规律，探究国企腐败现象根源，杜绝腐败滋生，已是国

企改革进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

我们认为，国有企业目前发生的腐败行为同国有企业制

度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国企全民所有制的本质决定了与化公

为私的腐败行为格格不入。恰恰应该深化改革，加快建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化公有制的根基，从生存土壤上杜绝国

企腐败现象。

腐败与公有制没有必然联系

频频发生的国企高管腐败事例，使一些人误认为国企的

存在是中国滋生腐败的根源，甚至有专家提出“公有制是滋生

腐败的制度”，公然提出只有变卖 90%以上国企，才是长治久

安办法。我们对此回答是否定的。

应当把国有企业的制度与产生腐败的土壤分开，我们可

以指责国有企业的腐败现象，但却很难从逻辑上找到国企纵

容腐败的根据。 （下转 G02版）

不能把国企腐败
与国企制度混为一谈
李锦

斩断官商利益链利于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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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国务院国资委 王利博制图

10月 21日，环境保护法修订案草案提交十二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进行三审。草案规定，加大对违法行为处

罚力度。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对污染者罚到顶就是 100万元，“违
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是我国环境污染事件频发的一个重要

原因。

对此，环保法修订案草案明确，企业事业单位违法排放

污染物，受到罚款处罚，被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依

法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按照原处罚数额按日连续

处罚。

北京大学资源、能源与环境法研究中心主任汪劲认为，

“按日计罚”是个很大的突破，也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这

将有利于对环境损害的遏制，也有利于让环保执法硬起来。

现行环保法于 1979 年试行，1989 年正式颁布实施。诞
生于改革开放初期的这部法律已经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

建设生态文明国家的要求。多年来，修订环保法的呼吁一直

不断。

环保法修订草案三审剑指违法成本过低

违法排污企业
面临“按日计罚”
顾瑞珍余晓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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