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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受无具体请托事项的过节费

是否属于受贿

一、基本案情

张某,中共党员,甲市交通运输局原局长。

2009年12月,Z公司承揽甲市某公路工程项目,为与

业主方搞好关系,请求张某对其多多关照,Z公司该公路项

目指挥部指挥长彭某、财物总监王某,从2010年至2013年

间,先后以拜年、拜节或感谢费的名义送给张某人民币25
万元。

2018年6月,张某因严重违纪违法涉嫌受贿犯罪被纪

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调查并被采取留置措施。谈话过程中,

张某认为,中建某局公路指挥部虽然送给自己25万元,但

并没有具体的请托事项,自己也没有为其谋取利益,所以不

应认定为受贿。

二、案例分析

张某收受无具体请托事项的过节费,是否属于受贿?

从表面上看,Z公司该公路项目指挥部虽然送给张某25
万元,但并没有具体的请托事项,张某也没有为其谋取利

益,不应认定为受贿。但是,根据2016年 “两高”《关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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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

二款 “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

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价值三万元以上,可

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该条即关

于 “感情投资”型受贿的规定。虽然该司法解释出台于

2016年,张某收受中建某局公路指挥部所送的25万元早于

2016年,但是司法解释是对法律条文的解读,并未创制新

的刑罚规范,目的是统一规范地执行法律,因此可以适用于

本案。

三、释纪说法

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

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

为。从受贿罪的概念可以看出,索取他人财物的不论是否为

他人谋取利益,均可构成受贿罪;被动接受他人财物的需要

为他人谋取利益才能构成受贿罪。

实践中所谓 “感情投资”型贿赂,是指行贿人以人情往

来为名长期向国家工作人员馈赠财物,没有具体请托事项,

也不要求立即回报,而是与国家工作人员建立一定的感情基

础后,以期国家工作人员在将来不确定的时间,利用职务便

利为其谋利的行为。彭某、王某之所以向张某贿送人民币

25万元,是为了与业主方搞好关系,便于今后在协调管理

处及时拨款以及在预算修编、竣工结算等方面获得帮助。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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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感情投资”型贿赂披着社交人情的外衣,实则进行权钱

交易的违法勾当,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应依

法予以打击。所以,张某收受中建某局公路指挥部以拜年、

拜节或感谢费的名义所送的25万元,属于受贿。(选编自中

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盲目坚持 “传统”　公款送卡被处分

一、基本案情

2014年1月,梁某某担任 A 县电影公司党支部书记、

经理。走马上任后,为了进一步提高公司业绩,梁某某私下

召集公司两位副经理商讨送节礼事宜。

“现在中央八项规定要求不能用公款送礼啊……”一位

副经理提醒道。“这是对公司发展有益的事情,一定要把这

个作为 ‘传统’坚持下去!”梁某某打断副经理的话说道。

于是,梁某某吩咐公司会计用公款以购买办公用品之名在超

市购买购物卡7张,每张卡面值600元,共计4200元,作

为节日感谢礼送给与公司有业务往来的相关人员。之后,

2014年2月至2015年8月,梁某某又多次指示单位会计用

公款购买购物卡,以节日祝贺的名义送礼,共计25200元,

并开具办公用品等发票在单位财务开支报销。

二、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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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某某在担任县电影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期间,用公

款购买购物卡送礼的行为,严重违反了 《中国共产党党员领

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应定性为

有其他挥霍浪费公共财产的行为。按照2003年 《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七十八条的规定,县纪委经研究决定,

给予梁某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三、释纪说法

打着有利于单位发展的旗号用公款送礼,表面看是为了

公家利益,你来我往之间,最终损害的是国家、集体和人民

的利益。

公款送礼被个别党员干部奉为 “传统”,一到节假日就

蠢蠢欲动,盯着公款打主意,有的甚至打着公家的名义编织

个人的关系网,且手段日新月异。近年来,除了传统的 “红

包”、购物卡等,用微信红包、支付宝转账、电子礼品卡等

手段给节日送礼披上 “隐身衣”,不仅更具隐蔽性,也更纵

容了个别党员干部的侥幸心理,必须高度警惕!

纪律是红线,更是底线。党员领导干部要坚决刹住公款

送礼的不良风气,自觉形成 “人不送,我不收”的良好氛

围,否则,钻纪律的 “空子”,最终会被纪律所严惩。(选编

自湖北纪检监察网)

—5—



“变味”的内部食堂

一、基本案情

某银行某省分行行长李某某,组织召开领导班子会议,

决定将内部食堂进行装修,作为公务接待的地点。具体装修

工作由后勤部门负责人高某负责。高某向李某某建议,是不

是可以将食堂装修得高档一些,辟出地方设两个单间,配置

一些高档家具,便于接待上级领导,也免得显得银行太寒

酸。李某某表示同意。装修工程共计花费150多万元,两个

单间内配置了高档真皮沙发、高档餐桌、大屏幕电视和高档

音响。此后在接待上级主管部门领导时,多次上鱼翅、燕窝

等高档菜肴和几千元一瓶的进口高档红酒和高档白酒,每季

度给予食堂大额资金补贴。

二、案例分析

本案是一起超标准改造内部食堂、超标准接待的违纪案

件。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一些单位仍然摈弃不了公款吃喝

享乐的思想,贪图享受,想方设法规避监督,一些单位把公

款吃喝转人 “地下”,借着公务接待的名义,将单位食堂

“变身”为 “堪比五星级饭店的内部餐厅”“把茅台酒倒进矿

泉水瓶”等,奢侈浪费纷纷 “变脸”,部分党员干部以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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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蔽的形式大吃大喝,把内部食堂变成了大吃大喝、挥霍浪

费的避风港。本案中,某银行某省分行违规改造内部食堂,

对食堂进行豪华装修和配置高档家具,并在接待中上鱼翅、

燕窝等高档菜肴,喝高档酒水,违反了公务接待勤俭节约的

有关规定,应当严肃追究银行行长李某某和有关人员的

责任。

三、释纪说法

超标准改建豪华内部食堂,是当前公务接待大吃大喝挥

霍浪费的一个新花样,说到底是一些单位党员领导干部享乐

主义思想在作怪。在某些领导干部潜意识中,认为吃吃喝喝

就是官场文化、就是重要工作,把大吃大喝当作 “热情接

待”,把相互吃请当成联络感情的唯一工具。还有的领导干

部养成奢侈浪费的恶习,不吃不行、不浪费难受, “当官做

老爷”的思想作怪。于是,一些单位和领导干部就想方设法

打 “擦边球”,故意曲解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实质,搞阳

奉阴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认为单位内部食堂是相对

隐蔽的环境,可以规避监督,躲过公众视野,继续搞大吃

大喝。

同时,公务接待长期缺乏量化标准,公共财政体制存在

不公开、不透明性,缺乏刚性的问责制度作保证,也造成公

款吃喝奢侈之风屡禁不绝、花样翻新。

因此,各级纪检监察、组织、财政等部门必须要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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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和密度,扩大检查范围,严格落实反对奢

侈浪费各项规定,严肃问责追究,做到查实一起、通报工

起、处理一起。发挥 “全民监督”力量,特别是充分发挥网

络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作用,使 “舌尖上的腐败”无

处遁形。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细化规范公务接待行为,

将贯彻落实勤俭节约相关规定情况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制、工作绩效考核和民主生活会内容,做到反奢制度化、长

期化,避免昙花一现的 “运动式”反奢。广大党员领导干部

要充分认识纪律的严肃性,力戒贪图享受思想,倡导节俭清

廉之风,从严自我要求,率先垂范,以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

为全社会作出表率。(选编自 《微腐败警示录》)

对超标准举办会议说 “不”

一、基本案情

某城市商业银行,经行长办公会研究决定,在某五星级

酒店举办一次金融业务研讨会,会议具体承包给某会议公司

承办,与会来宾按照高规格接待,住豪华套房,吃高档自助

餐。会议时间为两天,其中研讨一天,外出参观学习一天,

参观地点为本地5A 级风景区。会议费用共计35万元,列

入银行业务运营费开支。

二、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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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是一起超标准举办会议的违纪案件。开会的主要目

的就是部署工作、交流学习、研究解决问题。会议之外,适

当安排一些与会议内容有关的活动也是很有必要的。但是,

一些单位和会议组织者把开会当成了公款旅游、公款消费的

借口,很多禁止的活动可以借开会的名义顺理成章地进行。

党和国家对会议活动制定有严格的标准,对会议的规格、分

类等级、天数、人数、地点等都有明确的规定。各级党政机

关应当严格按照标准组织召开会议,不能随意提高标准,挥

霍浪费公共财产。本案中,某商业银行违规在五星级豪华大

酒店超标准组织召开会议,花费巨大,造成了不良社会影

响,应当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三、释纪说法

长期以来,群众对于豪华会议的不良风气反映强烈。在

权力运行中,开会是免不了的公共事务,更是光明正大的行

政行为。但是一些地方和部门开会便去旅游景点、住豪华酒

店,讲规格、比排场,报销会议费夹带 “私货”,把会议之

外的活动费用堂而皇之地列入会议费、住宿费和就餐费,等

等。搭车消费,慷国家集体之慨。有些会议即便名正言顺,

也打着 “公事公办”的招牌,行奢侈浪费、公饱私囊之实。

如此 “开会”,得益的是商家和少数 “与会者”,受损的是国

家和集体,影响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许多人

称之为 “会议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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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腐败,既有财务制度不完备、相关规定被架空的客

观原因,也存在 “公家的钱不花白不花” “开会当作福利”

的主观误区,且表现千变万化,借会议行贿拉关系、让人埋

单 “套现”会议预算等等。因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采取

有力措施,完善制度规定,让会议回归本质,让群众感受到

更为透明、高效、务实的党政新风。首先,要提高各级党员

领导干部艰苦奋斗的意识,强化教育,牢记 “两个务必”。

其次,要进一步加强对会议的管理,严格审批手续,控制、

压缩会议的规模和数量,减少会议开支,尽量杜绝在外地开

会或到豪华酒店开会。再者,要加强监督检查。严格会议的

有关制度和纪律,强化对会议经费的审计和检查,对违反规

定的单位和个人要严肃处理。(选编自 《微腐败警示录》)

切莫 “搭车”报销私人费用

一、基本案情

某国有医院行政楼装修后,欲更新一批办公家具。一家

具公司经理李某找到分管院领导张某,私下表示如其公司产

品被选中,会给予 “好处”的。张某想起自己家新房子装修

即将结束,正需购买新家具,便向李某暗示了自己的需求,

李某心领神会。在李某公司向医院提供的报价清单。将张某

在该公司私人选购的家具费用一并纳入。张某同意公司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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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并采购,包括其私人家具的费用一并在公款中入账报销。

二、案例分析

本案是一起用公款支付应由个人负担的费用的违纪案

件。搭车报消私人费用是当前党员干部侵占公共财产的常见

违纪行为。有的党员干部打着职务消费的旗号,把个人家庭

生活的开支一并拿到单位报销,更有甚者。连买双袜子都让

公家报销。有的借着公家搞建设,把自己家装多房子的费用

一并由单位报销。人们常常把这种现象称之为 “搭车腐败”。

本案中。张某作为医院领导,应当知道作为党和国家工作人

员或者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不得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

物,而他却将应由本人支付的私人家具费用纳入医院购买家

具费用,其行为已经构成贪污违纪行为,数额较大的还将涉

嫌犯罪。根据情节轻重,张某将受到相应的纪律处分和刑事

处罚。

三、释纪说法

这种用公款支付应由个人负担费用的 “搭车腐败" 是一

种侵犯国家、集体财产的违纪行为,造成的恶劣影响不可低

估,必须予以坚决防范和制止。在现实生活中,一些领导干

部在思想上没能正确认识,特权思想严重,认为机关干部工

资收入不高,借机花些公家钱算是得了福利。一些领导干部

把公款当成了唐僧肉,一有机会就想揩油,把应由个人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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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的各种票据都想方设法用公款报销。有的利用职务便

利,在报销公务开支时夹带私货,有的则利用职权在下属单

位报销私人开支。

需要说明的是,只要是动用公款,无论用什么形式报销

和支付应由个人负担的费用都是不允许的。根据规定,党员

领导干部,利用职权或者利用职务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用公款报销立由个人负担的费用的,将本人或者亲属应当由

个人支付的费用,由下属单位或者其他单位支付、报销的,

可能构成贪污或者非法占有,应当受到纪律处分;情节严重

的,将构成犯罪。每一个党员领导干部都应当做到公私分

明,少打公家的主意,少占公家的便宜,少侵害公家的利

益,防微杜渐,以免酿成祸端。(选编自 《微腐败警示录》)

送:省直工委领导班子成员、省纪委监委第一监督检查室

发:省直和中央驻豫单位机关纪委,省直工委各部门 (单位)
负责人

中共河南省委直属机关纪检监察工作委员会 2023年1月9日印发

(2022年第12辑·总第33辑,共印30份)　组稿:李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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