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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商业贿赂社会心理背景与法治措施

选择的实证分析

侯 艳 芳
（山东大学 法学院，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１００）

［摘　要］法律对策的理性设计与良好运行必须以社会认知为起点。依实证调查获得的数
据表明：商业贿赂的存在具有很大的普遍性；认为商业贿赂弊大于利的社会公众占绝对多数；治

理商业贿赂必须针对触引其发生的多方面原因进行；对商业贿赂的行贿者实行不罚或轻罚的现

行刑事政策在民众支持方面已经面临严重的拷问和质疑；社会公众对惩治商业贿赂是否有必要

保留并适用死刑的认知易使当前的专项斗争不当地驶近重刑主义。惩治商业贿赂法律对策的

调适必须对实证的数据和分析给予合理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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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治理商业贿赂实证分析的价值与途径
关于惩治商业贿赂法律对策的相关研究成果可

谓汗牛充栋，其中价值分析的方法被广泛和普遍地

运用着。在法学研究领域运用价值分析方法，有益

于主导意识的形成；有益于防止丧失理论研究对现

实的检视和批判，从而使法学充满必要的人文精神

和终极关怀；有助于协调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固有张

力，进而使法学研究能够在价值和事实之间实现固

有的平衡。但是价值分析方法的主观性和应然性特

征，使得人们无法不对其作用范围的广泛性持怀疑

态度。有漂亮的学术理论，而无实务之印证，可能只

是曲高和寡的空谈。［１］所以，作为与价值分析相对

应的研究方法，实证分析也应被应用到惩治商业贿

赂法律对策的研究当中。这样可以使相关研究具有

更强的现实说服力和论证力。同时也能检验已有的

理论成果能否被证成。法律对策的理性设计与良好

运行必须以社会认知或公众观念为起点和基础，远

离社会认知或公众观念的法律对策在现实中必将陷

入令人失望的窘境。不难看出，对治理商业贿赂的

社会心理背景与措施选择状况进行实证调查必将对

惩治商业贿赂的法律对策的设计与运行产生不可低

估的裨益。

常用的实证分析方法包括社会调查的方法、历

史考察的方法、比较方法、逻辑分析的方法、语义分

析的方法。［２］在对商业贿赂社会认知状况的调查

中，我们采用的是“一对一”访谈式的社会调查方

法。对于被访谈者而言，调查问卷的相关问题可能

涉及到对其自身行为的否定评价而具有极大的敏感

性，客观地说明有关情况对被访谈者而言要么勉为

其难，要么提供虚假信息。因此，为了更进一步消除

被访谈者的顾虑，保证其自由意志的充分表达，我们

的调查采取不记名的方式进行。调查开始于２００６
年７月底，结束于２００６年１０月中旬。访谈者进入
社会调查场景具有预定性和针对性，访谈者借助熟

悉的人际关系网络使得本次调查得以顺利地进行。

调查的地域范围涉及吉林、山东和重庆三个省市，这

是依据便于访谈者就近展开社会调查的考虑而确定

的。被访谈者包括公务员、公司职员、工人、农民、医

生和教育从业者。共发放 ２４０份调查问卷，回收
２１２份，回收率为８８３％，回收问卷全部有效。

二、治理商业贿赂的社会心理背景

（一）关于商业贿赂存在范围的社会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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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贿赂的存在是否具有普遍性决定着社会公

众对商业贿赂容忍度的大小，也决定着惩治商业贿

赂艰巨程度的大小。相关调查数据如下：

问题１．您周围是否存在商业贿赂？
Ａ很多；Ｂ很少；Ｃ没有。
本题为单项选择题，答案见表１。

表１　问题１作答情况

选项 很多 很少 没有 没有作答 不知道 总计

回答人次 ８２ ９１ ３３ ５ １ ２１２
百分率 ３８６８４２９２１５５７ ２３６ ０４７ １００

有效百分率 ３９８１４４１７１６０２ １００

对这一题目的统计数据表明，有２０６人对商业
贿赂的存在状况给出了确定的回答，占有效调查问

卷的９７１７％（２０６／２１２）。有３３人认为周围没有商
业贿赂的存在，占有效作答的１６０２％（３３／２０６）；有
９１人认为周围存在的商业贿赂很少，占有效作答的
４４１７％（９１／２０６）；有８２人认为周围存在的商业贿
赂很多，占有效作答的３９８１％（８２／２０６）。简单的
合并计算可以发现，有１７３人认为周围存在商业贿
赂，占有效作答的８３９８％（１７３／２０６）。

实证数据表明，商业贿赂的存在具有很大的普

遍性。基于“存在即合理”、“法不责众”等朴素心理

的强势作用，社会公众对商业贿赂存在的容忍度很

高，对商业贿赂的极大危害明显缺乏清醒的认识。

这说明惩治商业贿赂的法律对策在更广层面和更深

程度上获得社会公众的认可与支持在观念层面存在

不小的障碍，而在短时间内重塑社会公众之理念的

极端困难性与不可能性决定了惩治商业贿赂具有极

大的艰巨性，必须着眼于长远，做到持之以恒，运动

式或专项式的集中治理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问题２．您是否实施过商业贿赂行为？
Ａ是；Ｂ否；Ｃ不便说明。
本题为单项选择题，答案见表２。

表２　问题２作答情况

选项 实施过 没有实施过 不便说明 总计

回答人次 ２８ １５８ ２６ ２１２
百分率 １３２１ ７４５３ １２２６ １００

对这一题目的统计数据表明，１５８人承认没有
实施过商业贿赂，占问卷总数的 ７４５３％（１５８／
２１２）；２８人明确承认实施过商业贿赂，占问卷总数
的１３２１％（２８／２１２）；２６人以默示的态度承认实施
过商业贿赂，占问卷总数的１２２６％（２６／２１２）。

在对题目选项进行设计时，为了更进一步消除

被访谈者的顾虑，保证其自由意志的充分表达，把选

项Ｃ设计为“不便说明”。在分析数据时，对于答案

为Ｃ的问卷，视为“实施过商业贿赂，但不便说明”。
这样分析虽带有可以指责的武断色彩，但我们认为

“实施过商业贿赂，但不便说明”与“没有实施商业

贿赂，但不愿说明”存在明显的差别，不能将二者混

同对待，且前者有难言之隐，欲盖弥彰。所以，将答

案为Ｃ的问卷和答案为 Ａ的问卷作相加后的分析
不仅不会对结论的科学性形成致命性的冲击，反而

会为准确地评估惩治商业贿赂的难度和客观地预测

其前景提供周全的依据。通过简单的合并计算，共

有 ５４人承认实施过商业贿赂，占问卷总数的
２５４７％（５４／２１２）。

商业贿赂的实施需要一定的环境和条件配套，

可以断定的是，不是每一个被访谈者都能够亲身处

于实施商业贿赂的环境当中，也不是每一个被访谈

者都能够拥有实施商业贿赂的条件。尽管我们在调

查问卷的设计和发放过程中竭尽所能地采取了消除

被访谈者顾虑的措施，但保证每一个被访谈者完全

消除顾虑而真实作答的可能性仍然不容乐观。所

以，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有２５４７％的被访谈者实施
过商业贿赂”是一个令人可喜的结论，而应借此清

醒地评估惩治商业贿赂的难度，作尽可能充分的准

备，而非估计不足。

（二）对于商业贿赂的评价与产生原因的社会

认知

第一，社会公众对商业贿赂利弊的理性认识是

惩治商业贿赂的民众基础。这一基础不牢固或缺乏

将导致对商业贿赂惩治的半途而废或者功败垂成，

甚至徒劳无功。社会公众对商业贿赂利弊的认知状

况反映着惩治商业贿赂驱动力的实际情况和阻碍力

的客观情况。目前，中国社会公众对于商业贿赂的

危害性有较为充分的认识，为商业贿赂的治理提供

了道义支持。同时还有一部分人对商业贿赂的危害

性的认识模糊，这为加大法治宣传力度使商业贿赂

治理获取更广大的道义支持和民众监督提出了

要求。

问题３．您认为商业贿赂：
Ａ弊大于利；Ｂ利大于弊；Ｃ利弊相当。
本题为单项选择题，答案见表３。

表３　问题３作答情况

选项 弊大于利 利大于弊 利弊相当 总计

回答人次 １５８ １６ ３８ ２１２
百分率 ７４５３ ７５５ １７９２ １００

对这一题目的统计数据表明，１５８人认为商业
贿赂弊大于利，占问卷总数的７４５３％（１５８／２１２）；
１６人认为商业贿赂利大于弊，占问卷总数的７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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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２１２）；３８人认为商业贿赂的利弊相当，占问卷
总数的１７９２％（３８／２１２）。

实证数据表明，社会公众认为商业贿赂弊大于

利的观点占有绝对的优势，这说明惩治商业贿赂并

非缺乏坚固的民意支持，应当以一种充满信心的态

度来对待商业贿赂的惩治。认为商业贿赂利大于弊

和利弊相当的观点虽然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但其

超过了２５％的比例，事实上形成对惩治商业贿赂不
肯定的态度。这说明惩治商业贿赂虽拥有充足的驱

动力但也面临着不可小觑的阻碍力，必须设计出可

行的法律对策予以克服或消除。

第二，触引商业贿赂发生的原因具有多方面性，

它们对商业贿赂产生的诱发力和存续的支持力都具

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弄清它们的实际影响状况有利

于促使商业贿赂的治理做到有的放矢。中国治理商

业贿赂的措施选择，必须针对商业贿赂产生的原因

制定，才能做到节约司法资源、实现法治效益。

问题４．您认为商业贿赂产生的原因是：
Ａ重人情关系的传统影响；Ｂ索贿的存在；
Ｃ立法不完善；Ｄ司法打击不力；
Ｅ市场竞争激烈；Ｆ主动行贿的存在。
本题为不定项选择题，答案见表４。

表４　问题４作答情况

选项
重人情关系的

传统影响
索贿的存在 立法不完善

司法打击

不力

市场竞争

激烈

主动行贿的

存在
社会风气 追逐利益

选择次数 １１３ ８５ １１２ １０４ ８８ ９４ １ １
有效百分率 ５３５５ ４０２８ ５３０８ ４９２９ ４１７１ ４４５５

　　本题目以封闭的形式设计选项，访谈者在调查
中也提示被访谈者注意本题目选项的封闭性，但仍

有一人在“重人情关系的传统影响”之外同时增加

认为选项未涉及的、含义相当宽泛且很难界定的

“社会风气”是商业贿赂产生的原因。还有一人在

没有选择作答的情况下补充认为“追逐利益”是商

业贿赂产生的原因。为确保调查报告的针对性，我

们对被访谈者补充说明的“社会风气”和“追逐利

益”两项商业贿赂的产生原因不予分析。

对这一题目的统计数据表明，有２１１人对商业
贿赂产生的原因进行了选择作答，占有效调查问卷

的９９５３％（２１１／２１２）。１１３人认为“重人情关系的
传统影响”是商业贿赂产生的原因，占有效作答的

５３５５％（１１３／２１１）；８５人认为“索贿的存在”是商业
贿赂产生的原因，占有效作答的４０２８％（８５／２１１）；
１１２人认为“立法不完善”是商业贿赂产生的原因，
占有效作答的５３０８％（１１２／２１１）；１０４人认为“司
法打击不力”是商业贿赂产生的原因，占有效作答

的４９２９％（１０４／２１１）；８８人认为“市场竞争激烈”
是商业贿赂产生的原因，占有效作答的 ４１．７１％
（８８／２１１）；９４人认为“主动行贿的存在”是商业贿
赂产生的原因，占有效作答的４４５５％（９４／２１１）。

实证数据表明：（１）在本题目所列举的六大原
因中，任何一种都没有取得相比较与其他原因的明

显优势，并且都保持了超过４０％的较高比例。这有
力地说明治理商业贿赂必须多管齐下。中国改革开

放以来一直实施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值得借鉴和重

视，尽管这一治理模式存在不少的问题需要检讨。

（２）认为“重人情关系的传统影响”是商业贿赂产生
的原因的被访谈者比例最高，首先，说明传统文化当

中的一些消极因素的确为商业贿赂的滋生提供了温

床；其次，说明惩治商业贿赂完全抛开传统文化而取

得完美结局的欲求很可能是水中月或镜中花；最后，

说明借鉴法制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对包括商业贿

赂在内的所有贿赂行为实行“零度容忍”的学术观

点在中国当前并不足取，因为无视传统文化的强势

影响只能说明我们的妄自尊大，而非谦虚诚实。

（３）认为“索贿的存在”是商业贿赂产生原因的被访
谈者的比例与认为“主动行贿的存在”是商业贿赂

产生原因的被访谈者的比例相当，这说明在索贿的

存在和主动行贿的存在二者之间确定何者是商业贿

赂产生的主要原因的尝试将十分困难，并难以拥有

十足的说服力；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索贿与主动行

贿的社会危害性相差无几，这为“对受贿者和行贿

者实行同罚”提供了基本论证。

三、治理商业贿赂的法治措施选择

治理商业贿赂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商业贿赂

既需要运用具有最严厉惩罚性的刑事手段进行治

理，也需要其他措施的配合。刑事治理手段主要体

现为以刑罚手段打击商业贿赂。商业贿赂的刑事治

理手段中，对行贿者与受贿者的处罚应采同等原则

抑或差别对待原则以及是否适用死刑惩治商业贿赂

是当前理论界讨论较多的问题。

第一，从现行立法上看，对于受贿者的刑罚处罚

高于对行贿者的刑罚处罚；从司法实践看，鉴于商业

贿赂犯罪的突破口往往在于行贿者，为提高办案效

率、获得有效证据，刑罚惩罚的对象往往是作为受贿

者的享有公共管理职权的法人及其工作人员和商主

体及其工作人员，对于行贿者往往不予追究刑事责

任。目前打击商业贿赂的刑事政策更多地掺杂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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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职腐败的因素，因此，现阶段以刑罚方法打击商业

贿赂的对象主要是商业受贿者，对于商业行贿者的

打击不够。实证数据充分证明，现行立法与司法中

对商业贿赂中的行贿人与受贿人在进行刑事追究时

进行区别对待不合理。鉴于此，应加大刑事法律对

商业贿赂行贿主体规制的力度，运用刑事治理手段

惩治行贿主体，切勿将刑法规定虚置。

问题５．您认为商业贿赂刑事惩治的重点在于：
Ａ索贿者；Ｂ被动受贿者；
Ｃ主动行贿者；Ｄ行贿者和受贿者同罚。
本题为单项选择题，答案见表５。

表５　问题５作答情况

选项
有效回答

索贿者 被动受贿者 主动行贿者 行贿者和受贿者同罚
无 效回 答 总计

回答人次 ４５ ６ １８ １３７ ６ ２１２
百分率 ２１２３ ２８３ ８４９ ６４６２ ２８３ １００

有效百分率 ２１８４ ２９１ ８７４ ６６５０ １００

　　对这一题目的统计数据表明，有２０６人对商业
贿赂刑事惩治的重点做了回答，占有效调查问卷的

９７１７％（２０６／２１２）。１３７人认为商业贿赂刑事惩治
的重点在于行贿者和受贿者同罚，占有效作答的

６６５０％（１３７／２０６）；１８人认为商业贿赂刑事惩治的
重点在于主动行贿，占有效作答的 ８７４％（１８／
２０６）；４５人认为商业贿赂刑事惩治的重点在于索贿
者，占有效作答的２１８４％（４５／２０６）；６人认为商业
贿赂刑事惩治的重点在于被动受贿者，占有效作答

的２９１％（６／２０６）。合并来看，５１人认为商业贿赂
刑事惩治的重点在于受贿者，占有效作答的

２４７６％（５１／２０６）。
实证数据表明：（１）对商业贿赂的行贿者实行

不罚或轻罚的现行刑事政策在民众支持方面已经面

临严重的拷问和质疑，惩治商业贿赂的重点不应只

放在受贿方面。鉴于商业贿赂犯罪在诉讼证明方面

的相对困难，将现行的刑事政策由“不罚或轻罚行

贿者”调整为“同罚行贿者和受贿者”后，为争取行

贿者对证明商业贿赂犯罪成立的配合和有效瓦解行

贿者与受贿者之间的攻守同盟，需留有余地，不应以

一种矫枉过正的态度让“不罚或轻罚行贿者”从刑

事政策的视野中立即消失，即应在特定情形下对行

贿者和受贿者不同罚。（２）认为“商业贿赂刑事惩
治的重点在于主动行贿者”的被访谈者人数远低于

认为“惩治重点在于索贿者”的被访谈人数，宣告了

“惩治商业贿赂效果不明显的主要原因在于对主动

行贿者打击不力”的学术观点的破产，进一步说明

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相关的问题进行检验性研究

的必要性。

第二，犯罪不能被根除，只能被预防和控制。刑

罚对犯罪的控制只能起到部分作用，刑罚的数量不

能随着犯罪数量的增长而无限制地增加，重刑主义

已被古今中外的多次司法实践证明不是控制犯罪的

灵丹妙药。作为最严厉的刑罚，死刑对犯罪控制的

作用只能被限定在一定范围内，从基本趋势看死刑

的适用空间将被进一步压缩。世纪之交在中国进行

的关于死刑存废的讨论今天仍在持续。分步骤废除

死刑已成共识，在经济犯罪、贪污贿赂犯罪和暴力犯

罪领域依次先后废除死刑是可被广为接受的合理方

案。商业贿赂既可能构成经济犯罪，也可能构成贪

污贿赂犯罪。社会公众对惩治商业贿赂是否有必要

保留并适用死刑的认知状况不仅能折射出在当前和

今后的专项斗争中运用死刑这一最严厉的刑罚手段

的必要性，而且能以一个更微观的视角展示出当前

社会公众对分步骤废除死刑的起码态度。

问题６．您认为保留并适用死刑对于治理商业
贿赂犯罪是否必要：

Ａ是；Ｂ否。
本题为单项选择题，答案见表６。

表６　问题６作答情况

选项
有效回答

有必要 无必要
无效回答 总计

回答人次 １１５ ９３ ４ ２１２
百分率 ５４２５ ４３８７ １８９ １００

有效百分率 ５５２９ ４４７１ １００

对这一题目的统计数据表明，有２０８人对保留
并适用死刑对于治理商业贿赂犯罪是否必要做了回

答，占有效调查问卷的９８１１％（２０８／２１２）。１１５人
认为保留并适用死刑对于治理商业贿赂犯罪是必要

的，占有效作答的５５２９％（１１５／２０８）；９３人认为保
留并适用死刑对于治理商业贿赂犯罪无必要，占有

效作答的４４７１％（９３／２０８）。
实证数据表明：（１）从有效百分率看，认为“保

留并适用死刑对治理商业贿赂必要”的被访谈者比

例虽未取得对认为“保留并适用死刑对治理商业贿

赂不必要”的被访谈者比例的明显优势，但差距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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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十个百分点，这容易对“保留并适用死刑以惩治

商业贿赂”形成鼓励性和肯定性的刺激作用，易使

当前和今后的专项斗争不当地驶近重刑主义而非应

然地驶离重刑主义。（２）认为“保留并适用死刑对
治理商业贿赂不必要”的被访谈者的比例的明显劣

势说明分步骤且首先在非暴力犯罪领域废除死刑的

理论方案至少在目前尚未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这

决定了中国的死刑废除制度必须从长计议，不可企

图一蹴而就。

第三，治理商业贿赂的其他措施是指运用座谈

会、讲座等形式进行宣传、教育，为潜在的商业贿赂

行为人敲响警钟，达到预防商业贿赂犯罪的目的。

社会治理手段的关键在于获得社会公众对于商业贿

赂治理的认同、支持与参与，利用社会的自发力量解

决社会自身的问题。而获得公众的认同、支持与参

与同适当形式的宣传、教育分不开。

问题７．您了解商业贿赂治理情况的途径是：
Ａ电视；Ｂ报纸；
Ｃ网络；Ｄ道听途说；
Ｅ专门教育。
本题为不定项选择题，答案见表７。

表７　问题７作答情况

选项
有效回答

电视 报纸 网络 道听途说 专门教育
没有作答 不了解

选择次数 １４４ １４３ ７６ ４１ ３１ ７ ２
百分率 ６７９２ ６７４５ ３５８５ １９３４ １４６２ ３３０ ０９４

有效百分率 ７０９４ ７０４４ ３７４４ ２０２０ １５２７

　　对这一题目的统计数据表明，有２０３人对了解
专项治理的途径做了回答，占有效调查问卷的

９５７５％（２０３／２１２）。１４４人回答“电视”是了解当前
专项治理的途径，占有效作答的 ７０９４％（１４４／
２０３）；１４３人回答“报纸”是了解当前专项治理的途
径，占有效作答的 ７０４４％（１４３／２０３）；７６人回答
“网络”是了解当前专项治理的途径，占有效作答的

３７４４％（７６／２０３）；４１人回答“道听途说”是了解当
前专项治理的途径，占有效作答的 ２０２０％（４１／
２０３）；３１人回答“专门教育”是了解当前专项治理的
途径，占有效作答的１５２７％（３１／２０３）。

需要予以说明的是，本题是不定项选择题，由于

社会公众了解信息的途径具有多样性，同时为了比

较各种信息传播途径的实际作用，在统计选择次数

的过程中，依照各选项在问卷中出现的次数计算。

实证数据表明：（１）专门教育对于社会公众了解
当前专项治理的作用十分有限。在被访谈者中，从公

务员、医生、教育从业者到公司职员、工人和农民在惩

治商业贿赂的自查自纠阶段主动或被动接受专门教

育的概率依次减少，这使得专门教育不可能成为社会

公众了解当前专项治理的主要途径。虽然集中式、运

动式的专门教育是惩治商业贿赂自查自纠阶段的普

遍形式，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但仅有３１
人次回答专门教育是了解当前专项治理的途径说明

专门教育的实际功能和初衷之间的偏离和不小差距。

专门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流于形式。（２）电视、报
纸等传统媒体依然是社会公众了解当前专项治理的

主要途径，传统媒体所发挥的信息传递作用在惩治商

业贿赂的专项治理中仍被继续给予高度的重视。

（３）网络具有信息量巨大、传播速度极快和传播成本
很低等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优势。但在社会公众了

解当前的专项治理方面，网络的作用明显低于传统媒

体的作用。究其原因，对利用网络向社会公众传递当

前有关专项治理信息的重视不够肯定是其中的主要

原因之一。据报道，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早已超过一

亿，在惩治商业贿赂中充分借助网络来传播相关信息

以获得低成本和高收益的结果可以期待。

四、结语

从社会认知或公众观念的角度来研究惩治商业

贿赂的法律对策这一课题时，必须对价值分析和实

证分析两种研究方法都给与充分重视，不能顾此失

彼，也不能厚此薄彼。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因为研究

方法的固有缺陷而可能导致的研究结论的失真。因

此，相关的研究必须对上述的统计数据和分析给予

充分的重视，置之不理的倾向需要克服。同样，上述

的统计数据和分析不可能完美无瑕，必定存在些许

缺陷，在设计惩治商业贿赂法律对策时必须对此保

持清醒，不加区别、全盘参考的倾向也需要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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