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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央巡视组通报，复旦大学科研经
费管理使用混乱，违规现象突出，存在腐败风
险。 在近年曝光的众多科研腐败案件中，由高
校科研经费管理使用混乱所致的腐败问题，
占了相当比例。

记者调查发现，科研项目立项、经费使用
管理、项目审查监管的整个链条，因缺乏必要
的法律规范和制度约束，仍旧在“潜规则”惯
性的监管缺位环境下运行。

立项：科研申报不拼实力拼“关系”
事实上， 科研腐败从课题立项的源头上

就已经产生了。“实际上是一些有关系的‘科
研大佬’说了算。 ”广东某高校潘老师告诉记
者。

潘老师说， 大学科研处的职能本应是为
学校争取科研机会， 但实际上却常常扭曲为
用学校的资源“跑部钱进”，为部分人谋“福
利”。“你会发现， 一个原本科研实力不强的
人，一旦当了学校的领导，课题马上就来了。
而他们很重要的‘财源’就是拿课题费。 那些
没门路的年轻教师，则申报课题相当难。 ”

那么， 申请的课题由谁来做呢？ 潘老师
说，“拿了课题的领导往往根本没有时间干
活，而是将课题‘转包’给他人。 形成了一个包
括立项、 申报、 研究、 结题整个过程的利益

链。 ”他说。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 科研经费已经成为

利益输送的隐形通道。 如，一些地方领导为换
取高学历，便支持高校搞科研项目，一方出钱
给项目， 一方收获学位文凭， 最终“共赢互
利”。

财务：经费“花不完”，报销“靠造假”
一名高校财务向记者透露， 老师拿到科

研项目对学校来说也是好事， 所以“放水养
鱼”，报销经费基本上不控制。

在多数高校，对于课题经费的使用，学校
根本不插手。“谁弄的课题，钱就是谁的。 ”这
名高校财务人员说，从财务角度，他们只审核
发票的合法性， 不管发票的合理性。 他还透
露，“一些大型国家科研项目， 学校都有配套
资金，配套比例不定，要分给老师多少基本上
是一些部门自己说了算。 ”

从这几年曝光的科研腐败的案例中可
见，造假套取科研经费的手段“五花八门”：包
括用学生身份证冒领劳务费、以差旅费、办公
经费等的名义开具虚假发票、编造虚假合同、
编制虚假账目等。

“只要发票是合法的就能报，哪怕买的是
热水器、几万块钱的打印纸。 劳务费表面上发
给参与课题的所有人， 但很多情况下是被一

个人收入囊中。 ”某高校财务告诉记者。
“为什么现在把老师叫做‘老板’？ ”一名

工科院校毕业生对记者说， 因为一些高校老
师承接了很多国家项目，都是学生在打工。

广州市检察机关的一名负责人说， 有的
大学教授申请的课题费没有用于科研， 而拿
去吃饭喝酒，甚至买房买车。 中国科协一项调
查显示： 科研资金用于项目本身仅占 ４０％
左右，大量科研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

一位接受采访的高校教授坦言，实际上，
很多科研经费是“花不完”的，但“花不完”的
也要想办法用掉。 只要能“做账”就报销，甚至
出现有的老师一个月报销 ３０ 万元油费的
荒唐事。

这位教授说，经费设置的不合理也会“逼
良为娼”。 比如，招待费、资料费、劳务费等都
规定了一定比例，其中，招待费其实是占了很
大比重的，但多了报不了，只能去造假做成其
它可以报的名目。
审查：课题验收“走过场”，成果如何“没人管”

记者调查发现， 除了自上而下的审计抽
查有一定威慑力， 高校内部对科研经费的使
用监管基本是空白， 而课题成果的验收环节
也往往是“放水”。

教育部一位官员对记者说，“高等教育管

理的难点在科研经费。 很多科研经费都是专
项，非常容易脱离监管。 立项的管理几个人就
定了， 极少去研究这些项目是不是国计民生
或产业发展所需要的。 ”

潘老师说，“有本事拿得到项目就有本事
结题。 只要有关系，经费充足，请几个好说话
的专家，能不过吗？ 即使课题做得很滥，还是
会给优秀。 ”

“特别是一些软课题，怎么验收？ 常常是
发表几篇文章就算验收了， 而且这些文章往
往就是靠课题经费开支高额版面费而获得发
表的。 ”他说。

佛山科技学院党委副书记许晓珠说，“我
国科研经费和成果针对性不强。 由于没有按
需研究，所以有没有实际成果无人管，科研经
费管理重征取、轻监督。 而且，科研过程一般
需要好几年，而地方财政是按年度审计，时间
一长就淡化了。 ”

专家认为，在科研领域里，中国目前还没
有一部关于科研项目立项、审批、经费使用、
监管责任的系统法律。 立法的缺失，直接导致
科研项目管理的混乱。 只有科研经费财权和
审批权分离，建立科研投入基金制度，引入公
正、公平、公开的专家评审制度，才能有效遏
止这些乱象。

“关系”立项、财务“造假”、审查“放水”

揭示高校科研腐败“三宗罪”
□ 郑天虹 毛一竹

当下， 真人秀体验类节目热播， 使“吃
苦教育”、 “体验式学习” 等教育方式再次
引起社会热议。 有人认为这种教育方式培养
了青少年的吃苦精神， 有人则认为此类做法
违反教育规律。

上周， 民意中国网和问卷网， 对 2017
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81.8%受访者赞同
父母对青少年进行“吃苦教育”。 65.7%受访
者认为吃苦教育对孩子未来发展有很大帮
助。 受访者认为磨练青少年的意志和培养孩
子的责任感是吃苦教育的主要收获。

受访者中，学历为本科、硕士研究生和博
士研究生的人分别占 60.1%、7.9%和 1.3%。

什么样的教育属于“吃苦教育”？
在受访者眼中， 体验农村生活 （64.0%）

和野外拓展训练 （52.5%） 是受访者选择吃
苦教育的主要方式 。 同时， 暑期打工
（47.0%）、 家庭劳动 （43.5%）、 贫困地区短
期生活 （41.6%）、 参访革命老区 （22.7%）
等也是受访者选择的吃苦类型。

作为一名高一学生， 靳童利用今年的暑
假远离宁夏的父母， 到四川打工。 他觉得两
个月的独立生活让自己变得坚韧， 学会体谅
父母。 “在家生活时， 没钱了就向爸妈要，
但出来后没向父母要过一分钱。” 靳童说。

“一个人的成长， 必须得承受一些一个快要
长大的人该承受的事情”。

调查显示，68.0%受访者认为吃苦教育有
助于培养孩子的受挫能力。其次，初步接触社
会（60.6%），塑造坚毅的品格（59.5%），培养孩
子的独立性（50.4%）也是受访者认为父母对
孩子进行吃苦教育的原因。

对于吃苦， 58.6%受访者认为家庭教育
不可或缺

调查中， 65.7%受访者认为吃苦教育对

孩子发展有很大帮助。 其中， 磨练意志
（66.9%）、 培养良好习惯 （63.5%）、 增强责任
感 （61.7%）、 提高团队精神 （45.1%） 是受访
者认为吃苦教育带给青少年的主要收获。

湖南卫视励志纪录节目 《变形计》 记者
赵勇辉介绍， 农村生活会对一些城市的孩子
形成冲击， 能够激发他们对生活的重新认
识， 回家后更愿意与父母多沟通。 “但是体
验并不是万能的。 它只是一些孩子成长阶段
中的一个经历。” 赵勇辉进一步说。 “个别
孩子在参加节目后， 学习成绩、 与人沟通等
方面都有所改变。 但是家庭环境等因素可能
导致孩子重新出现一些问题。 这是需要注意
的”。

在孩子接受吃苦教育的过程中， 家长们
的角色应如何定位？ 曾送孩子参加过体验式
真人秀节目的陈锐强认为， 吃苦教育同时也
是对家长的教育。 “其实孩子的错误， 很多
时候是大人的不理解造成的。 家长要进入孩
子的世界、 站在孩子的角度上考虑， 才会理
解”。

调查显示， 58.6%的受访者认为吃苦教
育更应注重在家庭教育中潜移默化。 正准备
生二胎的林颖认为， 吃苦教育不等于虐待教
育， 孩子在锻炼的过程中更需要父母的陪
伴。 “吃苦的目的不在于让孩子受苦， 是让
他体会生活的来之不易。 不能为了让孩子吃
苦， 就给他的心里留下不好的影响”。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指
出， 吃苦教育需遵循青少年成长规律。 “不
能把吃苦看成单纯的受罪， 单纯的受苦受罪
可能会导致青少年回到家里‘加倍补偿’。
要避免在教育的过程中走极端。”

（本版稿件摘自新华社、 中新社、 中国
青年报）

81.8% 受 访 者 赞 同
对青少年进行吃苦教育

□ 王琛莹

作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和改
革开放的前沿地， 广东的一些百年老校校
训古朴意深，其中无不传递着以德为先，德
才兼备，做学问与做人的道理。

执信中学是孙中山先生于 1921年为纪
念民主革命家朱执信而创办的。 从繁荣商
铺、熙攘车流到安然红楼、雅致长廊，走入
其高大校门， 便从喧闹街巷踏入了静谧校
园。 大门内，铭刻着执信校训：“崇德瀹智”。

这大概算是最难懂的校训之一。 执信
中学副校长陈民告诉记者，在《辞海》中，
“瀹”有渗透之意，校训的含义在于，以德为
先、渗透智慧。

“渗透智慧的过程，就像春雨滋养万物
的过程，润物细无声。 ”陈民说，在校训的指
引下，学校办学不主张向学生灌输知识，而
是希望给予学生自我发展的空间， 以潜移
默化的方式引导学生。

对此， 最好例证是该校蓬勃发展的社
团文化。２４个学生社团全部由学生主办，
学校进行经费支持和实践指导。 ０９ 届执
信校友、哈佛大学学生向芯说，自己原本不
擅长跟陌生人打交道，打开她“话匣子”的
是“模拟联合国”社团，她由此开阔视野，练
就了好口才，性格也产生了变化。“如果没
有这个转变， 我想我是不会被哈佛录取
的。 ”向芯说。

“以‘崇德瀹智’为校训，就是看重学生
的品德、能力，而不是只看学生的分数。 ”陈
民认为， 智慧教育就是要给学生平台、空
间、时间，“在包容的土壤中，学生们潜力才
能被更好地激发出来”。

在“崇德瀹智”的激励下，执信校园走
出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空军将军、物理工程
学家、 新中国第一代女飞行员等等各行业
人才。

在广州的另一所百年老校中山大学
里， 耄耋之年的中文系教授黄天骥度过了
六十余载。 曾为学子、今为名师，他见证了
一代代学子在十字校训“博学、审问、慎思、
明辨、笃行”的熏陶下成人、成才。

这十字出自《中庸》，指人通过学、问、
思、辨、行，可修养成君子。 革命家孙中山在
创办中山大学时， 希望学生通学古今中外

知识、独立思考，将学识
付诸行动， 并将此十字
训定为中大校训。

“校训传达的不仅
是做学问的办法， 也是
做事做人的理念。”黄天
骥说， 博学要求学生做
学问、做人都有包容心，
审问要学生能大胆提
问，慎思要学生认真、独
立思考， 明辨要学生有
分辨力、判断力，笃行要
学生脚踏实地做事、低
调做人。

黄天骥希望能在教
学过程中实现十字训的
理念， 作为中文系教授
的他从 １９８６ 年开
始要求学生每学年写
１００ 篇作文，教师对
每篇作文逐一批改、点
评。 这一办法已作为教
育项目沿袭至今， 成为
中大的优良传统之一。

在他看来， 十字校
训中最关键的是“笃
行”，他看重学生勤奋刻
苦、踏实做事的品质，相
信“有志者事竟成”，希
望学生成为一个爱国、
有素养之人，踏踏实实作贡献。 他的得意门
生张诗洋“以前比较平凡”，在勤奋努力下，
如今已是中大校园的风云人物， 并在多个
比赛中获奖。

“我辈大学生摩拳擦掌， 砥砺青春，愿
为中国梦的实现挥洒热血。 作为中山大学
的学子，我们铭记孙中山先生‘要立志做大
事’的教导，实践‘博学、审问、慎思、明辨、
笃行’的校训……”张诗洋曾在一篇获省征
文比赛一等奖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在今年中山大学的毕业典礼上， 中大
校友会向毕业生赠送了毕业礼物， 青木校
训铅笔和红绿瓦当信封， 希望离校的学子
们将校训、校园铭记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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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