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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用 2.4亿仍“安然无恙”？有关部门应尽快给公众
一个交代

       2.4 亿是不是一个大
数字？这个问题似乎就
是一个伪命题，也或许
是一句废话。然而，湖
南一公司的前董事长因
涉嫌挪用公司资金 2.4 亿
元，还有国资涉及其中，
被人举报四年后，不但
钱未如数还上，其人也
被“取保候审”三年未
予羁押。摊上这么大的
事，换作一般人恐怕早
就不能如此“安然无恙”
了，因此，消息一出，
舆论哗然。
       据媒体报道，2016
年，湖南瑞翔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唐
顺国被人举报挪用公司
资金 2.4 亿元，当时引起
了中央巡视组的重视，
当地警方立案侦查后移
送检察院。出于让其尽
快归还挪用资金的考虑，
2017 年 7 月唐顺国被取
保候审。
       然而三年过去了，唐
顺国仅归还了 8500 万元，
剩余款项迟迟未归还，
人也一直被“取保候审”，
至今未曾羁押。在这种
情况下，唐顺国再次被
举报，希望有关部门对
唐顺国案彻查督办，早
日追回被挪用资金。湖
南长沙县人民检察院回
复称，9 月 10 日已发函
给长沙县人民法院，建
议该院恢复审理唐顺国
涉嫌挪用公司资金一案。
       在股东的一再举报
下，案件终于有了一些
进展。因为有关部门未
通报详细案情，目前尚
不确定唐顺国挪用公司
资金的具体数额，也不
清楚他是怎么挪走那么

多资金的？但有一点让
人倍觉蹊跷的是，湖南
瑞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实际上为国资参股公
司，也就是说，唐顺国
挪用的资金里面包含国
有资金，然而除了公司
部分股东跳出来“讨伐”
外，注资方并未就此表
态。有人不禁感慨：“难
道公家的钱就不是钱
吗？被人挪用了侵吞了
竟然一点都不在乎？”
       我们不是法律专业
人士，不能妄论这位前
董事长为何能够被取保
候审三年都未被采取强
制措施，也不清楚这个
案子为何拖了那么久没
有结果，最后的审理情
况如何同样尚且不知。
但“前车之鉴”还是有
不少的。
       据成都商报报道，早
在 2014 年，四川自贡一
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甘
某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背着公司其他股东挪用
公司资金 1400 万元归个
人使用。法院审理认为，
甘某某挪用资金数额巨
大，其行为已构成挪用
资金罪。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甘某某犯挪用资
金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五年，退赔公司人民币
1400 万元。挪用 1400 万
元就被判刑五年，那挪
用 2.4 亿元如果被查实的
话，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公司法》有关高管
的权限规定，对法定代
表人有当然之约束力，
其中第一项规定就是要
求“不得挪用公司资金”。
而有些公司法人或高管
为了满足自己私欲，不

惜一切手段谋取私利，
偏偏与法律法规背道而
驰，渐行渐远，一步步
滑向犯罪的深渊。
       从法律层面上讲，挪
用资金罪首先要看是不
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
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
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
借贷给他人。挪用资金
罪侵犯的法益是本单位
资金的占有权、使用权
和收益权，刑法打击的
是侵犯公司权益、谋取
个人利益的行为，认定
是否谋求个人利益，应
将是否有利于企业发展
作为重要的衡量标准。
据媒体报道，举报人反
映唐顺国挪用资金并未
用于企业发展，而可能
被其拿去炒股或转移到
了境外。
       法律人士表示，挪用
类犯罪，实际上是属于
一种滥用职权类的犯罪，
是具有一定职权的人利
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
资金归自己使用的行为。
对于非国有公司、企业
而言，挪用资金行为会
严重影响到公司、企业
的正常经营活动，会使
这些单位的财产处于高
风险的状态，因而这种
行为是一种侵害财产权
的行为，同时，将本单
位资金归个人使用，这
些具有职权行为人也严
重背离了投资者、股东
的信赖，也属于一种背
信行为。
       具体来说，挪用公
司资金的危害性有哪些
呢？中国人民大学刑事
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时延安认为，主要体现
在三个方面：一是，给
本单位财产所有权造成
现实的风险，因为资金
一旦流出归个人控制，
就对本单位正常生产经
营造成实质影响，同时
也造成了该笔资金失控
而导致损失的现实可能
性。二是，对本单位投
资人、股东乃至其他职
工的影响。公司、企业
单位负责人的职权行为
系受股东委托而形成，
其职权行为具有派生性，
其滥用职权挪用资金（尤
其是大笔资金）的情况，
实际上即严重违背了自
己的职责，给本单位的
相关权利主体造成现实
的权利侵害。三是，对
市场活动产生影响。挪
用资金归个人使用，无
非是进行经营活动或者
违法活动，从现实发生
的案件看，主要是用于
个人经营活动即为自己
谋取私利。由于其资金
来自于单位，因而对其
他市场主体构成某种形
式的“虚假陈述”的情况，
会造成其他主体相应的
错误判断和市场行为，
进而会影响到后者的实
际利益。因而这种行为
也会扰乱正常的市场经
济秩序。
       总之，有关挪用资金
罪的刑事立法和司法解
释，其规定具有合理性
和正当性。所以，基于
法律和司法解释进行的
司法判断，应当予以坚
持，也会得到社会公众
的支持。
       从此意义上讲，唐顺
国挪用公司资金案理应

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
视。何况此案还是当年
中央巡视组的批转案件。
       关于报道中举报者
反映唐顺国将挪用的资
金和自己名下的财产转
移到境外，将家属移居
海外的情况，让笔者想
起了最近中纪委评“歌
手曲婉婷母亲张明杰案”
的一段措辞。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网站 9 月 27 日
发文称，舆论关注此事，
正是因为人们痛恨腐败
分子损害国家和人民的
利益，攫取大量不义之
财，满足亲属子女奢靡
生活。现实中一些案例
也正是如此，有的甚至
是配偶子女移居海外，
财产转移到境外，随时
准备“跳船”，这样的
领导干部与党和人民离
心离德，与共产党人的
初心使命背道而驰，必
须受到党纪国法严惩，
为其违纪违法行为付出
应有代价。
       虽然唐顺国不是党
的领导干部，但是从股
东对他的举报内容来比
照，张明杰是贪污受贿、
骗取征地款，唐顺国是
挪用公司资金，侵犯国
有公司和股东权益，并
且也有随时“跳船”的
迹象。因此，他们都属
于“攫取大量不义之财”
一类，都必将受到法律
严惩。希望通过法律的
公正审判，早日给涉事
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一
个满意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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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免试上高职，职业教育就该开门办学

       教育部等九部门近
日联合印发《职业教
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
（2020—2023 年）》。
文件提出，鼓励退役军
人、下岗职工、农民工
和高素质农民等群体报
考高职学校，可免予文
化素质考试，只参加学
校组织的与报考专业相
关的职业适应性测试或
职业技能测试。
       这一行动计划的提
出，回应了社会上一直
以来的诉求，也是促进
就业、创新教育的积极
尝试，难怪很多人都欢
欣鼓舞。
       一直以来，国内的职

业教育更加强调学生的
文化成绩，这也使得进
入高职院校的学生，很
多都是升学教育中的失
利者。
       一方面，这种选拔机
制使得高职教育更像是
普通高校的附属，既跟
不上高等教育，又远离
了职业实践，处境十分
尴尬。实际上给社会的
观感就是“两不沾”，
文化教育不行，也缺乏
实际操作能力。
       另一方面，过于单
一、偏窄的教育入口，
也使得一大批本身有实
践、亟待提升的人群被
拒之门外。比如此次行

动计划提及的退役军人、
下岗职工、农民工和高
素质农民等。这些人大
多身负“绝技”，至少
也是“能工巧匠”，可
谓各有专长，如果能够
回炉学习，并接触到所
在领域最先进的技术，
必能在现实中大放异彩。
       如果这部分人群能
够批量进入高职院校，
其本人当然受益，等于
找到了一条向上的通道，
可以借力高等教育，实
现更大的梦想。“大国
工匠”，很多时候，恰
恰是从这些最基层的人
中走出来的。
       此外，也必然会改变

高职教育的生态，强化
这些院校中的务实之风。
而这样的风气，对于当
下的高等教育，以及现
实需求而言，都是极为
稀缺和珍贵的。
       高职院校本来就应
该对应火热的生活，应
该具有“需求导向”。
当下，中国的教育与实
践依然存在某种背离，
一边是大量高校毕业生
在苦觅工作，一边是用
人单位找不到合适的人
手。让高等教育、高等
职业教育更接地气，多
一些渠道和可能，已经
成为时代的要求。
       前不久，某快餐企

业宣布在 2020 年至 2022
年，将与全国逾 100 所
职业院校，通过教育部
在全国推行“现代学徒
制”办学模式，此计划
将帮助超过 1 万名年轻
人提升就业能力。对于
很多基层青年而言，这
无疑是一个福音。
       开门办教育，在社会
需求与高等教育之间架
起一座便捷的桥梁，利
民，又利国。在高等教
育已成为国民教育的当
下，这种理念的转变尤
其显得急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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