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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大地

[个案折射制度性漏洞]

既当“ 运动员”又当“ 裁判员”
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2

号院内的中国农业大学生命科学研

究中心，是李宁长期工作的实验室所

在地。1 0月1 4日，记者在李宁的办公

室前看到，办公室两道大门紧闭，窗

内一片昏暗，门前的名牌写有两行黑

字：农业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李宁院士办公室。

根据中国农业大学官网发布的

简历，出生于1 962年的李宁1 982年大

学毕业后，在2007年当选为院士，堪

称“ 罕见速度”。他所负责的科研课

题同样重大：其中的“ 转基因生物新

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2008年经国

务院常务会议批准立项，投资约200

亿元。而李宁长期担任这一业内公认

“ 航母级”科研项目的副总工程师。

李宁团队曾创造了多项世界和

全国“ 第一”：如世界最大的克隆牛、

中国第一头克隆猪等。“ 不可否认，他

对科研进步的贡献卓著，成就斐然。”

一位中国农大知情的同事说。

仅中国农大生命科学研究中心

的数据显示，2006年至201 0年的5年

间，国际论文、省部级奖项等“ 学术产

出”中，李宁占据其所在院系全部奖

项的一半多。与之相应的是，其获得

经费的“ 吸金”能力在业内也“ 屈指

可数”。

同一时期，李宁所在的生物学院

获得科研项目达374个，获得国家及

各类经费达6.8亿余元。

“ 李宁最受争议的，就是他既是

专项主要负责人、把关者，也是数十

个子项目的负责人或顾问。”一位知

情专家表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

奇认为，科研项目从立项、经费管理

到项目评价，整个环节由行政部门主

导，“ 重立项、轻研究” 倾向普遍存

在，身兼“ 运动员”“ 裁判员”是一批

课题的普遍做法，以强化个人拿项

目、抢经费的能力。

“ 壳公司”捞钱致“ 出事”
记者调查了解到，长期担任重大

课题负责人、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的

李宁，还参股或控股开办了多家企

业。正是通过“ 壳公司”参与课题、捞

取公款，直接导致其“ 出事”。

根据工商登记资料，李宁名下企

业分布在北京、无锡等地。成立于

2009年1 月1 9日、注册资本为1 000万

元的“ 北京三元济普霖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就是一家以李宁为法人的公

司。

记者按济普霖公司发布的招聘

地址查询，发现其址就在中国农大附

近一处居民楼中。周边居民说，“ 根本

不知道有这家公司存在。”而公司登

记、公布的两部电话一部为空号，另

一部无人接听。

就是这家“ 只见其名难觅其踪”

的企业，却屡屡参与李宁承接的国家

课题，进而获得国家经费。检索论文

库发现，李宁共刊发核心以上期刊论

文500余篇。以“ 中国养殖可持续发

展”等课题名义刊发的论文中，济普

霖公司名列参与者。不完全统计，济

普霖公司参与的类似课题项目有近

20项。

根据巡视整改通报，李宁等人承

担的、农业部牵头组织实施的“ 转基

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有关课

题，正是套取经费事发的导火索。尽

管被侵吞的具体金额尚未公布，但记

者在一份《 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

技重大专项重点课题申报指南》中看

到，该科研专项旗下单个子项目的规

模为200万元至300万元。同时承接多

个项目的济普霖公司，掌握的经费估

计至少上千万元。

知情人士介绍，与多数专家与学

生团队一同承接课题、使用经费不

同，李宁采取的“ 专业化公司、专业化

运作”近来十分“ 流行”。“ 名义上是

有利于课题的专业性、延续性，实际

上，便于开票报账也是重要目的。”

一位省级涉科研部门的经费管

理办公室负责人坦言，上述做法不是

孤例。“ 这几年企业参与省里科研项

目的不少，但效果待观察。像上市公

司那么大的账目流水，很容易以各种

科研名目报销掉几百上千万的经费，

甚至查出有企业将经费挪用在房地

产 上 ， 简 直 把 基 层 科 研 经 费 当 个

‘ 筐’，是啥都敢往里装。”

李宁涉案令很多师生和专家惋

惜。中国农业大学一位硕士生称，李

宁身为院士，还长期坚持为普通学生

授课，实属少有。还有多位业内专家

表示，生于江西的李宁，求学时是典

型“ 学术痴”，其作出的重要科研贡

献不能因其贪腐行为而被全盘否定。

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 关

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

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并

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

际认真贯彻执行。

通知指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

会 以 后 ，党 中 央 确 定 高 等 学 校 全

面 实 行 党 委 领 导 下 的 校 长 负 责

制 。 实 践 证 明 ，这 一 制 度 符 合 我

国 国 情 和 高 等 教 育 发 展 规 律 ，必

须 毫 不 动 摇 、长 期 坚 持 并 不 断 完

善 。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

和各高等学校要认真贯彻落实本意

见精神，切实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好。

要坚持党委的领导核心地位，保证

校长依法行使职权，建立健全党委

统一领导、党政分工合作、协调运行

的工作机制；认真贯彻执行民主集

中制，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

责相结合，集体决定了的事情，领导

班子成员要按照分工分头落实；严

肃党内组织生活，反对独断专行和

软弱涣散两种倾向。上级党委和有

关部门要加强检查和指导，及时研

究解决高等学校贯彻执行本意见中

出现的问题。

据新华社电

中办：坚持高校党委领导核心地位
发布意见强调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须长期坚持不断完善

曝“ 中国最年轻院士”腐败轨迹

李宁通过空壳公司捞钱致“ 出事”

———将经费结余作为研究人员
个人收入，为何成为各方“ 默许”的
明规则？

一位“ 211”院校青年课题负责

人表示，经费如果花不完，按理应上

交，但大多时候没有人这么干，而是

设法“ 吞掉”。“ 有人年年找学生要

火车票报销，一个课题三五人，一年

的火车票却天南海北几百张。”

———借 助 企 业 参 与 科 研 以 便
“ 报账”为什么不受监管？

与李宁类似，在此次曝光的教授

套现经费案件中，已被判刑的陈英旭

同样是利用国家重大专项总负责人的

便利，将关联公司列为课题外协单位，

再通过虚假发票、虚假合同套取经费。

———科研管理行政化、功利化易
引发“ 吸金”乱象。

一位科研人员说，当前，科学界存

在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评价科学家的

标准不是看其学术水平、业界口碑，而

是看其是否能吸引和占有大量资金。

由此也造就了一些“ 科学家富豪”。

据新华社电

10年考生翻30倍
艺术专业难就业

播音与主持艺术、音乐表演、广

播电视编导，这些在许多学校艺考招

生简章上频频现身的“ 热门专业”，

如今赫然列入全国就业率“ 困难户”

名单。

艺术专业年学费万元
艺术专业都收费不菲，成为许多

高校扩招增收的“ 宝地”。一方面，高

校考前开设培训速成班，每位学生收

费3万左右；另一方面，高校的艺术类

专业学费也比许多专业高，每年1 万

比较常见。

近年，一些综合类、师范类，甚至

理工类、体育类高校都纷纷开设艺术

专业。1 0多年前，只有中国传媒大学、

中央戏剧学院等专业院校设有播音主

持专业。然而，记者1 5日查询“ 中国艺

考网” 发现，201 4年秋季入学，约有

1 48所院校公布了播音主持艺术高考

招生简章，仅河南省就有1 0多所高校

设置该专业。

中国艺术人才网发布的《 201 3艺

术教育行业分析报告》显示，从2002

年至201 3年间，全国设置艺术类专业

的高校从597所增加到1 679所，艺术

类考生人数从3.2万增加到近1 00万。

多半毕业即失业或转行
湖南某985高校播音主持专业，

201 4年共毕业38个学生，从事与播音

主持相关职业的仅7人，此外还有同

学没找着工作。

小西所在的某21 1 学校及旗下的

三本学院，招生的播音主持学生人数

更是多达百人，本科毕业后，仅3人从

事和播音主持相关的工作。

在网上，有网民提问“ 播音主持

专业就业率如何”，获得点赞数最多

的答案为“ 就业率很低”。

培养“ 水分大”市场饱和
“ 就业难，除了人才市场相对饱

和，和许多艺术类毕业生并不具备从

业的基本素质不无关系。”中央教育

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储朝晖说。

“ 一些学校专业设置趋同性严

重、课程重理论而轻实践，加剧‘ 难就

业’。”湖北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副

主任王建农说，目前国内绝大部分高

校都设置艺术类专业，招收学生也逐

年增多，市场人才需求出现严重饱

和。

在招考方面，大部分艺考生都是

“ 突击战”，这导致整体生源基础质

量不高。考前半年或一年接受三五个

月的“ 突击密集”应试训练，再广撒

网地报上几十所高校，最后进入一所

“ 二本”或“ 三本”高校--这是许多

包括播音主持专业在内的艺考生的

“ 路线图”。对此，有考生戏言：“ 高二

还是普通人，高三就成了‘ 艺术家’。”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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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却因侵吞科研经费

被批捕。在新中国的科学史上，52岁的李宁很可能

成为首个被取消院士称号的“ 两院”院士。这个曾

公认前途无量的科学家为何卷入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