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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马晓澄毛一竹詹奕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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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着国企改制的幌子， 私设公司偷偷转移国
有资产；捏造债务，让自己“掌管”的国企向自己非
法牟利的私企“还钱”……

在广州市白云农工商联合公司，原总经理张
新华多年来闪转腾挪、空手套白狼，将

２．８

亿多元
之巨的国有资产收入囊中。此外，还涉嫌大肆收
受民企贿赂

９７８０

万元人民币、

２３８

万元港币，总共
近
４

亿元的涉案金额创下广州公职人员贪腐的最
高纪录。

广州市检察院有关负责人认为， 该案是国有
企业在改制转型过程中国有资产被非法侵吞的典
型案例，暴露的制度漏洞值得深思。

“乾坤大挪移”，侵吞国有资产近
３

亿
公开资料显示，张新华曾“掌管”的白云农工

商联合公司是市属国营农场系统最大的一个综合
性企业。该公司的前身是广东省、市党政干部试验
农场，

１９８０

年体制改革后成立公司，拥有土地总面
积
２．５

万多亩，遍及白云区、越秀区、天河区等主要
发展地段。

随着上世纪
９０

年代国企改制的契机， 张新华
开始由国有资产的“掌舵人”蜕变为“盗窃者”，大
变“戏法”，谋取私利。

———私设公司，将国有资产彻底私有化。法庭
上，张新华证实，自己未经上级同意，于

２００３

年私
自成立广田置业有限公司， 由原白云公司一些干
部出资持股， 并将白云公司多处资产转至该公司
名下。

２００６

年，张新华又擅自成立完全私营性质的
广州新雨田置业有限公司，与广田公司合并，使得
国有资产彻底私有化。

———左右互搏，自己跟自己打官司。白云公司
下属的元下田果园场老员工张某反映， 拥有电镀
厂、钓鱼钩厂、摩托车配件厂等工厂的元下田果园
场，经营效益一直很好。但在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广田公司
突然汇款

１６００

万元到元下田，刻意使其“欠债”。一
个月后，元下田又把这笔钱转给白云公司。之后，

原广田公司法人代表、 白云公司原总经理助理章
国春状告由自己担任经理的元下田， 要求元下田
将
２

万多平方米物业“以物抵债”抵押给广田。兜兜
转转一番， 由张新华实际控制的广田公司侵吞了
国有资产、元下田

２

万多平方米的物业及土地。

———低买高卖，赚取巨额差价。据白云公司原
财务人员李某透露，张新华通过低息资金的方式，

转借
５０００

万元给江门农药厂收取利息差， 获得丰
厚差额，成为其被提拔的主要政绩。但到

１９９９

年，

江门农药厂经营亏损无力偿还债务， 使得白云公
司成为债权人。

张新华庭审时证实， 此后广田公司出价
１４００

多万元购买江门农药厂地块，随后就以
１．５

亿元的
价格转卖给江门市蓬江区形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检察机关指控，在此过程中，张新华还收受该
房地产公司董事长梁傍远贿送的

２７００

万元。

一手遮天制度成摆设，纳税大户“老子管不了”

近年来，不少国企高管贪腐案件都呈现出集体作案，以张新华为首的
白云农工商窝案同样具有“群腐群蛀”的特点。

记者从广州市检察院了解到，除张新华之外，该公司原总经理助理章
国春、原董事长张福来、副书记黄银娣、副经理陈宇航、办公室主任邱一
旋、综合管理部部长罗汉钟等高层管理人员，都因涉嫌贪污、受贿被检察
机关立案起诉。

“正是上述人员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动用手中权力互输利益，使得
公司监管制度流于形式，才瞒天过海，侵吞如此巨额的国有资产。”广州市
检察院新闻发言人李学东说。

多年来一直向上级部门反映问题的老员工李粤兴告诉记者， 自己曾
在干部会议上直言公司经营诸多问题， 之后却被列入下岗名单中的第一
位。另一名工作人员也因反映问题而被调走。

李粤兴说：“白云公司这么大的国有企业，本来制度是很健全的。但在
张新华当上一把手之后一手遮天，所有制度变成了摆设，公司内部大小事
务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白云公司原主管单位是广州市农场局，但张新华
仗着自己是纳税大户， 态度蛮横，‘老子管不了长子’。

２００３

年农场局撤销
后，张新华更加肆无忌惮。”

内部监督无效，部分员工开始举报。早在
２０００

年，就有员工举报张新华使
企业负债累累。

１３

年来，一直有职工坚持表达诉求，但多数举报都石沉大海。

严控国企改制风险点，建立“一把手”终身问责制
从
１９９８

年到
２０１３

年案发，张新华“闷声发大财”而无上级部门过问，折
射出国企监管体制的不足。

有员工接受记者采访时感叹：“要是举报早点得到重视， 国有资产不
至于如此损失惨重。”

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和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认为， 国企的
监管部门并不少，上有国资委、外有纪委，内部也有纪检人员，但这些监督
力量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国资委、央企或国企及其二级、三级企业，属于
多层委托代理的监管模式。形式上看，国资委通过派驻企业负责人，对资
产保值增值、企业兼并重组进行监管，但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监督游离在
企业运行之外，国有资产被国有企业领导人所掌握。

“我们过去有一个错误，就是国有企业的监管通过构建现代企业制度
来建立，实际上，建立监事会、董事会往往是低效或者失效的。”毛昭晖说。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教育与研究中心教授任建明等专家认为，

２０１４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企民企融合成为新
一轮国资国企改革重头戏。值此之际，白云农工商窝案敲响了警钟，在改革
序幕拉开前，必须找准腐败风险点，通过建立改制的规则、办法堵塞漏洞。

业内人士建议，要严密监控国有企业改制转制的领域，加强改制过程中
信息的披露，杜绝暗箱操作，严格把好决策程序、资产评估、产权交易等容易
造成国资流失环节，强调改制审计，特别关注巨额往来款项等重点科目。

此外，毛昭晖认为，对国企“一把手”要进行终身问责，既要追究法律
责任还要追究经济责任。“一些国企干部出了问题，造成很多国有资产流失，

判上几年、没收个人财产，威慑力还不够，还要加大经济惩罚。因为不少人早
已把个人资产转移到国外，没有经济处罚，他们出狱后照样逍遥自在。”

（新华社广州
８

月
２４

日电）

□

新华社记者赵晓辉

解读《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五大亮点

中国政府网
２３

日公布《企业信息公示
暂行条例》。这意味着我国将从主要依靠行
政审批管企业， 转向更多依靠建立透明诚
信的市场秩序规范企业。

亮点一

：注册登记等信
息自产生

２０

工作日内公示
根据条例，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通

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公示其在履行
职责过程中产生的企业信息。

这些信息包括注册登记、备案信息，动
产抵押登记信息，股权出质登记信息，行政
处罚信息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公示的信息。

对这些企业信息，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
自产生之日起

２０

个工作日内予以公示。

其他政府部门应当公示的企业信息包
括行政许可准予、变更、延续信息，行政处
罚信息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公示的信息。

条例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
政府部门应当按照国家社会信用信息平
台建设的总体要求，实现企业信息的互联
共享。

亮点二

：企业应定期报
送年度报告并公示
根据条例，企业应当于每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６

月
３０

日，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

并向社会公示。当年设立登记的企业，自下
一年起报送并公示年度报告。

企业年度报告内容包括企业通信地
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电子邮箱等信息，

企业开业、歇业、清算等存续状态信息，企
业投资设立企业、购买股权信息等。

年度报告需要覆盖的内容还包括企业从
业人数、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对外提供保证
担保、所有者权益合计、营业总收入、主营业
务收入、利润总额、净利润、纳税总额信息。这
一类信息是否向社会公示由企业决定。

不过，条例也明确，经企业同意，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查询企业选择不公
示的信息。

亮点三

：企业公示信息
将随机摇号抽查
为了保证企业信息的真实、准确，条例

规定，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省、自治
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
当按照公平规范的要求， 根据企业注册号
等随机摇号，确定抽查的企业，组织对企业
公示信息的情况进行检查。

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发现企业公
示的信息虚假的， 可以向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举报， 接到举报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
当自接到举报材料之日起

２０

个工作日内进
行核查，予以处理，并将处理情况书面告知
举报人。

亮点四

：企业未如期公
示年度报告或信息不实将入
“黑名单”

针对未按规定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公
示信息隐瞒弄虚作假等情形，条例规定，此
类企业将由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列
入经营异常名录， 并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根据条例，情节严重的，由有关主管
部门依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给予
行政处罚；造成他人损失的，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值得关注的是，满
３

年未按规定履行公
示义务的， 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列入严重
违法企业名单，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严重
违法企业名单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负责
人，

３

年内不得担任其他企业的法定代表
人、负责人。

亮点五

：政府采购将对
“黑名单”企业限制或禁入
条例明确，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

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健全信用约束机制，

在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国有土地出让、

授予荣誉称号等工作中， 将企业信息作为
重要考量因素， 对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
者严重违法企业名单的企业依法予以限制
或者禁入。

针对政府部门的履职情况，条例规定，

政府部门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履行职责的，

由监察机关、上一级政府部门责令改正；情
节严重的， 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新华社北京
８

月
２３

日电）

价钱差６倍 指标没优势

———“有机”的旗号下多少名实不符

有机蔬菜、绿色蔬菜、品牌蔬菜……价
格往往高于普通蔬菜几倍甚至十几倍。但
是，在“有机”“绿色”“品牌”等种种动人的
旗号下，“价高”是否真的代表“质优”？“贵
的”蔬菜是否一定是“好的”？记者在天津、

贵州等地调查了解到， 一些价格相差悬殊
的蔬菜质量却无太大区别……

买了“贵的”，不一定是“对的”

天津市消费者协会
７

月选择了蔬菜开
展比较试验。 由天津市消协工作人员和消
费者代表在天津

７

家大型超市、副食品市场
和社区便利店， 随机购买消费者经常选购
和食用的蔬菜样品

１２

件， 其中有机蔬菜
２

件、绿色食品蔬菜
３

件、常规蔬菜
７

件。样品
委托天津市东丽区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对

农药残留量、重金属污染物限量、理化指标
进行检测。

比较试验结果让人意外， 经认证的有
机蔬菜、绿色食品蔬菜、品牌小包装蔬菜虽
然在价格上比普通蔬菜高出好多， 但有的
指标检测结果并没有质量优势。

例如，天津某公司生产的有机芹菜，零售
价为

２４

元
／

公斤，是常规芹菜价格的
６

倍多，其
农药百菌清残留量检测结果为

０．００２ｍｇ ／ｋｇ

，

不符合国家标准“不得检出”的要求。

“出现农药残留被检出的情况，根据国
家的标准，即便是微量的，只要是检出来，

就不符合有机产品的特征。”天津市绿色食
品流通协会秘书长徐岱昆说。

此外，一款超市标称“傲绿韭菜”的小
包装韭菜每公斤售价

２２

元， 标称“农超对
接”的散装韭菜每公斤售价

２．５

元，在合格范
围之内比较试验的各项检测指标无明显区
别， 甚至前者的几项重金属检测结果还高
于后者。

近年来关于“有机蔬菜”“品牌蔬菜”等
名不副实的现象在多地均不同程度存在。

山东曾发生“有机蔬菜使用违禁农药”情
况； 广州某大型有机蔬菜配送商实际上并
没有拿到“有机认证”；大连一家知名公司
从菜市场低价购买蔬菜自行贴上有机标
签，转手在超市高价出售等。

真假难分辨，质量难监控
“什么是有机蔬菜？”“怎样辨别有机蔬

菜？”记者在天津、山东、贵州等地随机采访
消费者时得到的答案“五花八门”，比如“价
格比普通蔬菜贵的”“包装上写着‘有机’字

样的”“吃起来口感好的”“有营养的”“没有
农药残留的”……由于认知模糊，很多消费
者坦言，对目前市场的有机蔬菜难以辨别。

天津市民李女士说：“因为担心农药残
留，为了健康，宁愿多花点钱买品牌蔬菜、

有机蔬菜。”“媒体几乎天天曝光问题食品，

买有机食品， 至少从心理上能安心一些。”

贵阳市民马佳说。

不少消费者尽管知道有机蔬菜价格
高，还是愿意买，主要原因是图个“放心”，

而对于部分有机蔬菜被检出农药， 消费者
表示很担心，希望“问题企业”给个说法。

出现“问题芹菜”的天津某公司总经理
刘某表示，经过企业调查，含有农药的问题
芹菜不是出自公司的有机菜园， 而是商场
有机蔬菜专柜承包责任人在分拣、包装、贴
标、 运输过程中造成无公害芹菜和有机香
芹错贴标识。

“傲绿韭菜”所属公司对重金属逊于非
品牌蔬菜样板的问题作出回应时，则称：重
金属是自然存在于土壤当中的元素， 被作
物吸收不可避免，而非人为因素产生，按国
家现行指标对两样板蔬菜

４

项重金属的检
测结果，均远低于国标的指标限值，在合格线
以内微量差异，不足以表明产品质量差异。

业内人士认为， 当前在有机蔬菜生产
的各个环节存在一定的监管难度。 贵州省
麻江县农业局局长陈正文说， 在有机蔬菜
生产环节，农药、化肥等投入品使用的监管
非常重要，大型的生产基地、生产大户比较
好监管， 但散落在广阔农村的千家万户难
以监管到位。

“从外地进入本地市场的蔬菜，如果发

现问题，只能就地销毁、对本地经营者进行
处罚， 难以对身处外地的生产者进行处
罚。”陈正文说。

要全程控制，也要加强溯源
记者调查了解到， 目前市场上大部分

有机蔬菜质量是合格的， 但个别企业出现
的问题还是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产生了不
同程度的影响。“我不再盲目追求有机绿色
和品牌蔬菜了， 只要是应季新鲜蔬菜就
行”。天津市民肖女士说。

徐岱昆说， 个别企业出现的问题反映
了有机蔬菜生产企业在全程质量控制中，

每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给消费者带来损
害，也给企业信誉带来损害，这给所有有机
绿色品牌蔬菜生产企业敲响了警钟。

徐岱昆呼吁， 有机绿色蔬菜的生产企
业应该在生产领域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执
行，出现问题的企业，应及时查找原因，找
到问题的症结，从源头上控制。加强运输过
程中的卫生监管，避免造成交叉污染。

陈正文建议， 企业还应建立完善的有
机产品质量追溯体系， 任何一个环节出现
问题，都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

天津市消协秘书长张正表示， 对于消
费者而言，要合理、科学消费蔬菜产品，购
买蔬菜既不过分迷信“有机”“绿色”等，也
不要全盘否定，多比较各个品牌的信誉。

此外，专家呼吁，政府部门应加强对农
产品零售、批发市场和商场超市的监管，出
现问题及时解决， 确保有机蔬菜真正“有
机”，让老百姓买得踏实，吃得放心。

（新华社北京电）

名实不符 新华社发徐骏作

□

新华社记者邵香云杨洪涛

入学称“航空服务”，毕业成“餐厅服务”

———直击部分职业院校招生乱象

近年来， 一些职业院校迎合考生的愿
望，开设诸如航空服务、财经、医疗等热门
专业。 表面上很有吸引力， 实际上暗藏陷
阱，更有不法分子以此进行招生诈骗，最终
带给考生的只是一场噩梦。

“航空服务”成了“餐厅服务”

今年暑假，厦门集北经贸学校的多位
毕业生，拿到毕业证时傻了眼：读了

３

年的
“航空服务”专业，一下子变成了“餐厅服
务”专业。

据了解， 这批毕业生
２０１１

年被录取时，

所报的专业是“航空地勤”或“航空服务与管
理”。但他们的毕业证书上，写明的专业却是
“酒店服务与管理”，同时拿到的职业资格证
书上，显示的职业工种为“餐厅服务员”。

厦门集北经贸学校校长表示， 更换专
业是为了方便学生就业。这位校长坦言，航
空管理的就业面比较窄， 而且只有中专学
历，这些学生要当空姐或者是空乘，基本上
是不可能。

厦门市开设空乘专业的中职学校非此
一家。 记者在厦门另一所中职学校

２０１４

年
招生简章上看到， 该校也设有航空服务专
业，

２０１４

年拟招新生
１６０

名。

经过“专业培养”的中职毕业生，在应
聘空乘岗位时是否胜人一筹？一纸“专业文
凭”能否帮助学生更好地圆空姐空梦？

厦门航空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康
志阳告诉记者，空姐属于服务人员范畴，并
不需要特别的专业技能， 需要的是对服务
工作的热爱， 以及与人沟通交往的良好能
力。

“从航空公司的角度来看，学校开设专
门的空乘专业没有什么必要， 我们更愿意
招收医疗、外语等专业的毕业生，可以在服
务中更好应对一些突发状况。”康志阳说。

设立热门专业，成为诈骗噱头
今年初， 秦皇岛市海港区公安分局破

获一起招生诈骗案。 犯罪嫌疑人私自办起
“天津医科大学秦皇岛分校”，几年间，共有
８０

多名学生被骗，涉案金额
３００

余万元。

上大学网最新发布的《

２０１４

年中国虚假
大学警示榜》显示，被曝光的

６０

所非法学校
不少都突出“财经”、“管理”等“专业优势”。

据统计，在
６０

所虚假大学中，以财经、管理等
特色优势命名的就有

２５

所，占到了
４１．７％

。

今年
５

月，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１０

多名学
生反映，他们入学一年半才发现，自己属于
无学籍、无学生证的“进修生”。据了解，如
此进入这所高校的学生达

２０００

多名。

“

２０１２

年招得比较多，但真不是学校招
的他们。”这所职业技术学院有关负责人解
释说， 学校并不知道他们是来进修的还是
来等单招考试的。

然而，一些学生出示的《入学通知书》

上明明写着：“持有本通知书的学生须参加
我校下一年度的单独招生考试。” 可见，校
方并非不知道情况。

分析人士指出， 一些职业院校办学特
色不明显，特别是专业技能培养力量不足。

为了完成招生任务， 就利用学生及家长不
了解情况，盲目开设一些“时髦”专业，迎合
学生及家长的愿望， 最终是肥了校方坑了
孩子。

提高辨别能力，谨防上当受骗
今年，厦门航空公司招聘空姐

５００

人左
右，报名就有上万人，竞争十分激烈。最终
应聘成功者， 基本都是大专以上学历，约
７０％

为大学本科生， 其中不乏重点高校的
毕业生。

为了制止一些职业院校“闭门造专业”，

２０１３

年，福建省教育厅出台《福建省中等职
业学校专业设置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的通
知》，要求中职学校设置专业应进行必要性
和可行性分析，还要组织专家论证。

福建省教育厅相关人士表示，对中职
学校的专业设置须加强调控，要让毕业生
真正拥有一定的技能水平，提高就业质
量。“不能觉得什么好招生，学校就开什么
专业。”

“开设空乘专业靠谱不靠谱，到航空公
司问一句就知道了。 学校专业设置必须将
诚信放在第一位，不能为了学校的‘钱程’

而坑了学生的前程？”上述职教界人士说。

专家表示，考生及家长要提高辨别能
力，注意了解有关职业院校的情况，根据考
生自身条件选择专业方向， 而不是盲目追
求“时髦”专业，以免上当受骗。

（新华社福州
８

月
２０

日电）

毕业后…… 新华社发程硕作

□

新华社记者项开来

乾坤大挪移 新华社发朱慧卿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