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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辽宁省长陈求发在政
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辽宁所辖市
县在 2011 年至 2014 年存在财政
数据造假问题。省长在政府工作
报告中主动“揭盖子”，体现了求
真务实的作风，也只有实事求是，
才能确保当地经济企稳向好。由
此更应该深思的是，全省普遍造
假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如果不能
从制度和体制上解决造假的根
源，辽宁曾经出现的问题，有可能
还会在其他地方重演。

一些地方官员之所以热衷

数据造假，很重要的原因是“数
字出官”。长期以来，对地方党政
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考核评
价，以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为
主要指标，甚至“唯 GDP 论英
雄”。不够科学合理的干部考核
评价体系，诱导了一些地方干部
在统计数据上“动手脚”。一个造
假者得逞，就会让其他竞争者感
到不公平，最终就可能导致造假
成为普遍现象。要避免一些地方
官员再在财政数据上造假，必须
改革和完善领导干部考核评价
体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全会明确指出，要改进考核方法
手段，不简单依 GDP 考干部，不
简单唯 GDP 用干部。目前，多种
考核相结合的综合考核评价体

系已经在很多地方推广开来。
但是，无论领导干部考核评

价体系怎么改，权威数据仍然是
不可缺少的标准，否则就可能失
去客观和公正。以前看重经济数
据，今后将更加关注环保数据，
只有这样地方官员才不会偏离
工作重心。所以，“数字出官”并
非一无是处，关键是数字由谁而
出。地方财政数据关系到中央对
地方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决策，统
计部门要确保统计数据的真实
和准确，必须避免一些急于出数
字的官员干扰统计工作。而现实
是，地方统计部门在机构、编制、
人员、经费等各方面都受制于地
方政府，就有可能在数据的采集
和计算上投地方政府所好，甚至

弄虚作假。原本应该由专业人员
经过科学计算而得出的财政数
据，却成了标准的“官方数据”。

“官出数字”的危害不仅影
响上级的判断和决策，还会直接
加重群众负担。据地方官员披
露，因为前几年财政收入虚增空
转，辽宁一些地方的百姓不但没
有得到好处，每人还平均多负担
了 1000 元。除了直接增加群众负
担之外，“官出数字”的更大危害
是败坏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
重创了政府和公信力，使地方经
济陷入恶性循环。

统计数据造假也不是辽宁
独有的问题，两年前中央巡视组
前往东北多地调查，就发现了数
据造假比较普遍的问题。一些地

方也在探索统计部门垂直管理
的模式，但是从辽宁省内普遍造
假的问题可以看出，统计部门的
机构改革仅靠地方摸石头是不
够的，还应该由更高层级进行制
度设计，使得统计部门真正超脱
于地方政府的影响。如果连事关
国计民生的统计数据都可以由
一些地方官员随意捏造，是不可
能有效应对经济新常态的。

此外，随着领导干部综合考
核评价体系的建立，一些官员不
仅在财政数据上“动手脚”，还有
可能在环保数据的发布上施加
不应有的影响力，在空气污染和
水污染的整治上造假。这也需要
未雨绸缪，以免类似问题也成为
普遍现象。

只要是“官出数字”，那就没准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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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怨一句“吃了要死人”，何罪之有

葛一家之言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葛评论员观察

□吴元中

2016 年 10 月 8 日，江苏淮
安某驾校教练刘春林喝某果肉
饮料的时候，发现果粒嚼不动，
遂将水分拧干，两手拉拽果粒
不断，抱怨会“吃死人”。该过程
被一学员录下，放到驾校内部
群里传开。当月 31 日，刘被江
苏警方抓获，移交给福建晋江
警方；与他一起的两名学员于
11 月 19 日向警方投案。据了
解，三人被晋江检察院以涉嫌

“损害商品声誉罪”批捕，目前
该案尚未被移送审查起诉。（ 1

月 18 日《华商报》）
仅仅因为果粒扯不断说了

句玩笑话，或者是抱怨，就被逮
捕，还真是骇人听闻。如果法律
真是这样规定的话，那也太苛
刻了，简直到了使人什么也不
敢说、什么也不敢做的地步。如
此有违常理，让人不敢相信。

查看一下刑法，第二百二
十一条规定，捏造并散布虚伪
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
商品声誉，给他人造成重大损
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究竟何为
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
其他严重情节，最高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
诉标准的规定》的立案标准
是，给他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
失数额在 5 0 万元以上，或者
严重妨害他人正常生产经营
活动或者导致停产、破产的，
或者是造成恶劣影响。

刘春林从开这个玩笑到被
抓仅仅二十来天，有什么证据
证明这么短的时间内刘春林的

“表演”给他们造成了 50 万元
以上损失？既然没听说厂商因
此破产、停产，如果不是从经济
损失方面认定的话，从造成恶
劣影响方面无疑更难以认定。

退一步说，即使从情节的
严重程度上达到了犯罪标准，

还要看行为性质，亦即是否存
在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的行
为。而作为关键事实的颗粒嚼
不动、拉不断，根本就是明摆着
的事，而不是捏造。况且，把商
品质量问题表达出来，提醒公
众注意，根本就是对社会有益
的事，这与无中生有地虚构质
量事实的行为，有着本质不同。

至于说刘春林称“会吃死
人”，更不过是抱怨、玩笑话，而
不是说真的“吃死人”，也没有
人会相信仅仅因为颗粒难嚼就
吃死人。更何况，对该事的传播
不是刘春林自己，也不是他授
意学员散布的，而是学员出于
好笑，自己传播的，并没有损害

厂商信誉的故意。即使客观上
造成了损害厂商商业信誉的后
果，也不过是民事侵权问题，而
非刑事犯罪。

对这种至多属于民事纠纷
的事情，厂商进行民事起诉也
未必会赢，公安机关接到报案
就跨省抓人，不仅有滥用职权
之嫌，还可能使厂商在其特殊
保护之下给消费者一种老虎屁
股摸不得的印象，使其最终因
为自己的傲慢和骄横跋扈失去
顾客和市场。还望相关执法部
门，对动不动就抓人的行为好
好进行反思，千万别一错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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