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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82_B9_E6_97_B6_E8_c26_649801.htm 为助孙女考学，73岁

的老工程师郭某先后给时任北京师范大学舞蹈系主任金千秋

送去了5万元。此后，金千秋帮郭某的孙女提高了专业课分数

，但该考生文化课成绩未达录取标准，最终榜上无名。孙女

落榜后，郭某向教育部及司法机关举报此事，并要回钱款。

一审，郭某因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金千秋则获刑

五年。日前，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终审改判对郭某免予刑事

处罚(5月8日《京华时报》)。 我浏览一下网上这一新闻后面

的留言，批评金千秋利用职权收受贿赂的声音并不多，倒是

骂郭某“出尔反尔”的声音占了主流，“人家已经帮了忙。

你孙女文化课考不过，怨不得人家。” 这种声音，令人意外

。它折射的是人们对“收钱办事”规则的认同。和郭某“逍

遥法外”相比，公众的这种认同尤其可怕。其可怕之处在于

，我们不知道之前多少真正优秀者因为钱“发挥效益”而名

落孙山，也不知道之后还将有多少人承受这种不幸。 的确，

对郭某孙女来说，文化课没过，或许只是一次“意外”。如

果文化课过了，金千秋帮忙提高专业课分数“发挥作用”，

郭某还会举报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郭某和金千秋“

双赢”的结果是，那些本可以被录取的考生，将因此无缘北

师大。这是多大的不公?造成这种不公的，是“金千秋们”，

也是“郭某们”。 生病住院，职场升迁，孩子入学⋯⋯贿赂

，已经成为一些人的生活习惯。在一些贿赂犯罪中，行贿人

的主导作用体现得越来越明显。对行贿人而言，既然目的只



有一个，就是把你“拉下水”，那么，在手段上就无所不用

其极。探究受贿者的心路经历，我们每每发现，他们大多经

历了收钱从脸红心跳到面不改色，再到“狮子大开口”的过

程。而每一次“进步”，都少不了行贿者的“贡献”。 行贿

之所以会成为某些人的生活习惯，是因为无论从投入和产出

的比率，还是从所承担的法律风险来看，行贿都是一笔再合

适不过的交易。在本案中，为了获取不正当利益而向金千秋

行贿，郭某的行为构成行贿罪无疑。然而，从他“敢于”向

司法机关举报来看，他似乎压根没有意识到自己涉嫌犯罪，

可能会受到刑事追究。“受害者”，或是其内心对自己身份

的认知。而最终的审判结果，似乎也印证了郭某的预判。 我

理解执法机关的无奈:如果对行贿者和受贿者等量齐观，只会

让二者的“利益共同体”关系更加巩固，由此导致的结果将

是不仅郭某得不到应有追究，金千秋也将逍遥法外。然而，

在贿赂已经成为一些人生活习惯的现实下，对行贿人“网开

一面”，不仅在法律上难以说通，也不利于遏制贿赂犯罪的

蔓延。 相关推荐： #0000ff>热点时评：解决“三公顽症”公

开透明是关键 #0000ff>热点时评：抓食品安全不能只靠曝光

#0000ff>热点时评：公共场所禁烟人人有责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