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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惯””出出来来的的外外企企商商业业贿贿赂赂？？
9月16日，多美滋为抢夺新生儿“第一口奶”而进行的商业贿赂被曝光。这是发生于跨国外企的又一起商业贿赂丑闻。
对于外企在华商业贿赂，中国司法机关的介入正在使事情起变化。从葛兰素史克四名中国高管被查，到最新案情及时

披露，舆论把这种外企商业贿赂案件的侦办，称之为“少见”的。与此形成对比的，是2012年之前的多起外企商业贿赂案，涉事外
企或静默不语，或简单应对了事，相关部门则很少“公开接话”。

在这种变化背后，更应该关注的是这些跨国公司在中国进行商业贿赂的根源，尚不健全的经济体制和商业道德环
境，以及一些人想从市场上谋取不当利益难辞其咎。

本报深度记者 刘志浩

带动效应

针对多美滋的商业贿赂，9
月17日，国家卫计委表示，将严
查违规者。

此前，由于司法介入而致
四名在华高管被抓，葛兰素史
克(GSK)公司陷入“行贿门”中
难以自拔。其“带动效应”很快
显现。

被“葛兰素史克暗流”所波
及的外企还有法国药业巨头赛
诺菲公司。8月份，国内某媒体
报道称，赛诺菲公司曾于2007年
左右以“研究经费”的名义，向
中国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500
多位医生，支付约169万元的费
用，同时该公司还通过现金报
销、礼品赠送等方式，向北京地
区的另外5家医院共43位医生，
输送利益。

随后“中弹的”，是在我国
母婴市场畅销多年的洋奶粉知
名品牌——— 多美滋。

据9月16日央视暗访曝光，
为抢夺新生儿“第一口奶”，多
美滋销售人员对天津多家医院
的医护人员进行贿赂，平均每
月总额在30万元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与葛兰素
史克事件“从上到下”式的曝光
不同，此次赛诺菲事件和多美
滋事件都具有一种“自下向上”
的意味：爆料者(据称均为公司
前员工)找到媒体，提供相关材
料，并讲述具体细节。事件经媒
体报道后，引起相关城市主管
部门的重视，并开始介入调查。

“我相信我的做法会启发
不少人，怎样看待乃至举报跨
国公司的不正常行为。”与在华
外企打过多年交道的资深外事
律师郝俊波认为，一系列的曝
光，与葛兰素史克事件的“示范
效应”不可分割。

在葛兰素史克事件中，官
方和媒体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

“曝光”、“揭秘”，而后两个事件
只是得到所在公司的初步回
应，但郝俊波认为，“这至少意
味着(在华外企行贿调查)在向
好的方向发展。”

去年8月份，美国跨国药业
巨头辉瑞公司涉嫌“贿赂国内
高管”一事中，郝俊波就做过这
方面的努力：致信最高检，要求
按照我国法律查处辉瑞。

没有回音的公开举报

郝俊波举报过的“辉瑞行
贿门”事件并非由我国发端，而
是源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
该公司的一份调查文件。

该文件称，至少从2001年
起，辉瑞(中国)公司便已通过其
雇员和代理机构，向中国医生
提供现金、礼物和国际旅行机
会等“奖励”，以便获得监管与
处方等方面的认可，从而拓展
销量。这次指控不仅涉及到了
辉瑞，还涉及到辉瑞2009年收购
的惠氏。

最终，按照美国法律，在支
付了6000万美元罚金之后，辉瑞
未遭到美国司法部的刑事指
控。

信息传到国内，舆论一片
哗然，各家媒体纷纷跟进，要求
深挖“辉瑞行贿门”中国国内受
贿者的呼吁不绝于耳。

“只有认定了辉瑞公司触
犯了所在国的法律，美国司法部
才会采取措施。”9月22日中午，
郝俊波告诉本报记者，在此情况
下，辉瑞公司在华行贿一事，可

以说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辉瑞（中国）公司是在我

国注册，在法律上是中国法人。
而他们却从未向中国的司法机
关和有关部门如实陈述罪行并
接受处罚，显然是无视我国的
司法主权和法律尊严。”在2012
年8月份发给最高检的举报信
中，郝俊波认为，中国司法机关
应该尽快对辉瑞公司“立案调
查并严惩”。

遗憾的是，自去年寄出举
报信至今，郝俊波没有收到来
自司法机关的任何回应。

其实这并没有让郝俊波太
过意外，一直以来，我国的外企
行贿案件就被认为是“墙外热
闹，墙里平静”——— 类似“辉瑞”
案的情况屡见不鲜：首先是在
华的某个外国公司被本国(尤
以美国居多)执法部门查出涉
嫌向所在国个人或公职机构行
贿。随后，消息传回国内，短时
间内引发舆论哗然并跟进调
查。

在天平的另一端，涉事外
企或静默不语，或简单应对了
事，相关部门则很少“公开接
话”，而涉及到的国内受贿者
们，则往往脱离于舆论及司法
惩罚之外。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律师
说，不作为的因由“太复杂”：“几
乎每次都有公职人员的身影，查
起来难度相当大。而且外企多属
于地方招商引资重点项目，影响
地方政绩的事谁愿意干？”

拒绝透露行贿信息

2012年辉瑞公司对待贿赂
丑闻的态度，耐人寻味。

当时辉瑞在回应时，并未
用“行贿”的字眼，而是使用了
模糊不清的“不当支付事宜”。
当时对于其所涉嫌的在中国的
行贿行为，辉瑞(中国)媒介副总
监郭锦则明确告诉记者，除了
前述回应外，“没有更多的信息
向中国记者提供。”

2011年，全球知名IT企业
IBM曾身陷“贿赂门”。该公司中
国员工建立行贿基金，用来支
付政府官员的海外旅游和其他
旅游费用。此外，IBM中国员工
还利用商业伙伴建立了行贿基
金，用来向中国政府官员提供
现金酬劳和不恰当的礼物。

面对国内媒体追问，IBM公
司发言人称，“不会对更多的细
节予以讨论。”

更早前的2004年，电信设备
巨头阿尔卡特朗讯(以下简称

“朗讯”)涉嫌在中国行贿。在
2006年被法国阿尔卡特公司合

并前，原美国朗讯公司2000年到
2003年间，邀请约近1000名中国
电信行业的高管赴美国或其他
地方旅行，花费超过1000万美
元。但其中涉及到的“近千名行
业高管”，却再无下文。

“媒体再呼吁，没有司法机
关的介入，也没有用。”一位业
内人士分析，此次媒体之所以
能“大张旗鼓”地宣传报道葛兰
素史克案，如果离开司法机关
的支持，是难以想象的。

其实今年除了葛兰素史克
事件引发的持续不断的巨大轰
动外，通过媒体爆料，试图以

“自下而上”的形式，揭开事实
真相的赛诺菲事件和多美滋事
件，尽管已经得到地方政府响
应调查，但至今余音渐失。

“这很容易让人们想起之
前政府‘友好对待’外企的情
形。”上述业内人士分析，“如果
真是那样，那葛兰素史克就‘白
打了’。”

不过该人士坦言，“说不定
这次政府考虑要好好整治一下
市场了。”

中国官方主动介入

2012年将举报信寄给司法
机关的同时，郝俊波还在博客
上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征
求“跨国公司在华企业存在行
贿行为”或“在美国上市的公司
在中国存在欺诈现象”。

9月22日中午，郝俊波告诉
本报记者，微博发出后，一些人
询问他该如何举报外企的这类
不正当行为，还有不少人不愿
自己出面，干脆将举报材料给
了他，让他“帮忙举报”。

“这些信息中，有的就涉及
到了前段时间被曝光的葛兰素
史克公司。”郝俊波向本报记者
透露。

根据目前公开的信息来
看，葛兰素史克案并非源自

“举报”，而是国内公安机关调
查一家旅行社时“顺藤摸瓜”
所得。同时，与此前被国内媒
体热炒过的其他“外企行贿”
类案件相比，还是有着不同之
处的。

“官方主动介入，并向媒体
披露了案件的很多细节。”9月21
日上午，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
告诉本报记者，相比于以前的
案子，这“比较少见”。

据报道，早在今年年初，警
方发现上海临江国际旅行社等
相关旅行社存在重大经济犯罪
嫌疑，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也
牵涉其中。6月份，公安部部署
上海、长沙、郑州等地警方负责

侦办此案。
葛兰素史克在中国的四名

高管被查，有媒体认为“在华外
资药企四驾马车同时被抓，这
还是第一次。”

同时，在央视新闻中，每隔
一段时间就会有最新的案情披
露，被抓的高管们甚至露面对
如何收受贿赂等不正当行为进
行“详细讲解”。“这在我国的商
业贿赂侦办案件中，也属少
见。”一位律师告诉本报记者。

在此情况下，7月15日，葛兰
素史克发表了致歉声明，承认

“某些员工及第三方机构因欺
诈和不道德行为严重违背了葛
兰素史克全球的规章制度、管
理流程、价值观和标准”。

短期强化执法难

以解决根本问题

“很多公司会评估事件的
影响，并将之引以为戒。”9月20
日晚，在一家外企工作多年的
员工童伟(化名)笑言，这里的

“戒”并不是说完全“戒除”，更多
的意思是指“加强戒备”。

童伟坦言，出于生存需要，
在华跨国企业都很懂得“接地
气”，在“人情往来”等潜规则方
面，做的往往“比国内企业更

‘贴心’。”
“毕竟很多都是上百年的

大企业，虽然开始时可能不适
应，但老外也都不傻。”童伟告
诉本报记者，如果公司高层认
为通过正常正确的经营方式可
以完成公司的营业收入，就会

“规避这些(指行贿)”，反之，就
会铤而走险。

一直关注商业贿赂特别是
外企贿赂的南开大学法学院教
授程宝库曾调研发现，商业贿
赂的行为几乎存在于我国的每
个行业，由此造成市场竞争机
制失灵，其派生出来的重大腐
败案件比比皆是。

而对于跨国公司在中国行
贿的根源，程宝库将之归因于
尚不健全的经济体制和商业道
德环境，他还曾坦言，一些人想
从市场上谋取不当利益，是产生
这些问题的主要根源。

21日上午，前述不愿具名的
专家告诉本报记者，短期强化执
法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程宝库表示，“国家打击商
业贿赂的最好办法一是曝光，二
是提高案件侦破率，三是惩治力
度要足够。”更重要的是促进经
济体制改革尽早到位。

“迈出了第一步，相信以后
会向好的方向发展。”郝俊波语
气中还是充满希望。

妖魔化以房养老

是对养老创新没信心

在全国各地步入“放假模式”的
一周中，“以房养老”和假期调休成为
网络舆情中网民参与探讨话题中最多
的话题。“科学化调休”成为网络热点，
网络至少有470万网友参与讨论。而对
以房养老的各种观点讨论，背后是对
养老制度创新的信心不足。

庞胡瑞

舆情

多美滋奶粉再陷丑闻，央视暗访新生儿第一口奶黑幕引关注。 央视截图

互联网舆论中纠结于此话题基
本陷入两个问题的窠臼：第一，传统
观念思维定势，微博认证为贵州民
族学院传媒学院副院长的网友@蓝
东兴认为，“夫妻俩工作一辈子，抚
养一个孩子，最终还要以房养老，这
问题出在哪儿？”；第二，以房养老不
适合国情，如网友@山已几认为：中
国老人都喜欢给孩子留点东西，其
中房子是最重要资产，怎么可能抵
押房子去换取养老？

少数网友表达了和政策解读相
近的观点，网友@华容君认为：养老
方式多一些，人们就有选择性了，养
老事业搞好了，对国家、对人民都能
提供正能量。

妖魔化“以房养老”是对养老制
度创新的信心不足。养老制度改革
牵一发而动全身，“民众的不解+舆
论的阻力+执行的困难”使得屡次
改革都难以获得理想效果，甚至加
深了民众对养老金制度的过度猜
疑。“政府养老”与“社会养老”必须
厘清责任的边界，只有做好了政策
性养老的“信心工程”才能构筑社会
养老的“希望工程”，两者并行不悖。

以房养老所受到的伦理和心理
的双重阻力正是今天舆论所带来的
阻力，在乡土化社会中这是正常的民
意表达，“以房养老”政策不应因此而
放弃前行的动力，只有心理障碍和落
实困境的双破除才能让政策达到预
想的效果。

(作者系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主
任分析师)

以房养老被妖魔化？

“混乱工作模式”引发网友集体
吐槽。假期安排“太凌乱”使得互联
网舆论呈现了一边倒式的批评。有
细心人甚至做了统计：2013年节日
和纪念日加起来总共放假29天，但
实际法定节假日只有11天，18天都
是从周末“借”来的。这样不但没有
多休，比去年还少5个正常双休日。

网民认为把假凑成三四天，表面
上看放假时间长了，但却是用连续多
日的“加班”换来的，很多网友认为这
种休假设置不合理，建议应该给一定
自主权，尝试一下人性化假期。

微博网友@阿万在微博上抱怨：
调来调去叫什么休息？生活规律和节
奏全都乱了，对于学生而言，调休后
好久都难恢复正常；对于蓝领而言，
调休毫无意义，老板不会给他们这么
长假期。

科学调休也是民生。放好假，不
仅关乎民众
的 工 作 生
活，更是实
实在在的民
生。呼吁科
学化社会管
理的今天，
不仅要化解

“挪假式休
假”的纠结，
其治本之策
当然是千呼

万唤难出来的“带薪休假”制度的落
实，让劳动者自主选择休假时间，充
分享受休假的权利。在全国上下公
议民生的大背景下，让群众过一个

“不纠结、不折腾”的完整假期是下
一步假日改革的最基本要求。

科学调休也是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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