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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高」報告：去年審結涉貪案2.7萬宗 18省部級高官落馬獲刑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王勝俊表示，各級
法院從嚴懲處破壞資源、污染環境的犯
罪行為，制定審理油污損害賠償案件司
法解釋，探索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
推動地方法院設立環保法庭，依法促進
生態文明建設，各級法院共審結環境污

染損害賠償等案件12,018件，同比上升
2.83%。
2010年中國嚴重刑事犯罪案件和涉訴

信訪案有所下降。王勝俊說，去年有效
遏制嚴重刑事犯罪上升勢頭。危害國家
安全犯罪，嚴重影響群眾安全感的暴力

犯罪等案件數有所下降，去年各級法院
審結上述案件265,397件，判處罪犯
370,452人，同比分別下降0.70%和
1.24%。去年，各級法院全年接待信訪
1,066,687人次，同比減少21.43%。

審結26.5萬暴力案
37萬罪犯判刑

談到維護司法公正，王勝俊表示，最
高人民法院成立了審判管理辦公室，加
強對審判流程和辦案質量效率的管理監
督。全面推行量刑規範化改革，制定量
刑程序規則，確立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
相結合的量刑方法，規範法官裁量權，
促進量刑公平公正。
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

表示，去年，檢察機關共立案偵查各
類職務犯罪案件32,909件44,085人，其
中，立案偵查貪污賄賂大案18,224件，
查辦涉嫌犯罪的縣處級以上國家機關
工作人員2,723人，含廳局級188人、省
部級6人。

抓獲1282在逃貪官

追繳贓款物74億
曹建明表示，檢察機關加大查辦行賄

犯罪力度，立案偵查行賄犯罪嫌疑人
3,969人，同比增加24.3%。健全境內外
追逃追贓機制，會同有關部門抓獲在逃
職務犯罪嫌疑人1,282人，追繳贓款贓物
計74億元。
曹建明介紹，去年，檢察機關立案偵

查瀆職侵權犯罪案件7,349件10,227人，
其中重特大瀆職侵權案件3,508件，同比
增加10.5%。
曹建明提出，今年要加大對黑惡勢

力、涉槍涉爆、「兩搶一盜」、拐賣婦女
兒童、非法集資、製售假冒偽劣商品等
犯罪的懲治力度；要依法嚴肅查辦發生
在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中貪污賄賂、失
職瀆職犯罪案件，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
中的職務犯罪案件，重大責任事故和群
體性事件涉及的失職瀆職及背後的腐敗
犯罪案件。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記

者組 劉越山 北京報道）

中央紀委研究室研究員
邵景均指出，近些年腐
敗現象呈現出一些新特

點，高中級領導幹部特別是
「一把手」腐敗犯罪的上升速
度快；官員「傍大款」，老闆
「傍大官」，權色交換成為腐
敗的又一種形態等。他表

示，改革開放頭10年，中國省部級領導幹部因
腐敗受到法律制裁的只有兩人，犯罪金額一個
是幾千元，一個是兩萬多元。但在第二個10年
和第三個10年中這一數字卻有了很大「增
長」，犯罪金額也高達數百萬、數千萬乃至幾
個億。　
他表示，從腐敗的直接目的看，官員腐敗正

在從消費型、享樂型向資本積累型發展。近年
來，許多領導幹部的子女、親屬辦了企業，當
了老闆。一些領導幹部利用職權大肆掠奪錢
財，已經不再僅僅是為了滿足個人和家庭的消
費和享樂，而是為了辦自己的公司。而在腐敗
分子的行為方式亦由被動型向主動型發展。過
去一些腐敗分子是坐在家裡靜等送禮者上門，
被動地等待「糖衣炮彈」攻擊；現在則是主動
出擊，毫無顧忌地伸手索賄，或者主動「設局」
引誘「魚兒上㢕」。

官員「傍大款」 老闆「傍大官」
邵景均指出，目前腐敗主體的範圍亦從個體

向集團發展。過去搞腐敗大都是個人偷偷摸摸
地幹。現在，腐敗行為的家族化、集團化日益
明顯，由此導致的窩案、串案、案中案屢見不
鮮。官員「傍大款」，老闆「傍大官」，地痞流
氓「找靠山」，權、錢、色、黑互相利用。
腐敗的基本形態也呈現多樣化特點。過去腐

敗的主要形式是貪污受賄，現在拓展為權錢交
易、權權交易、權色交易。在近些年被查處的
貪官中，不少人包養情婦（夫）。這種權色交
換關係一旦建立起來，官員幫助、庇護情婦
（夫）經商辦企業或給予其他利益，便成為腐
敗的又一種形態。
他指出，目前腐敗的作案手段更加迂迴隱

蔽，「察覺難、查處更難」。如有的以明顯低
於或高於市場的價格，向請托人購買或出售房
子、汽車等物品；有的以委託請托人投資證
券、期貨或者其他委託理財的名義獲取不正當
利益；有的通過賭博或者給特定關係人安排工
作為名，獲取所謂薪酬等等。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記者組 劉

越山、馬靜 北京報道）十一屆全

國人大四次會議昨日(11日)下午舉

行第三次全體會議。最高人民法

院院長王勝俊、 最高人民檢察院

檢察長曹建明分別作最高人民法

院工作報告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工

作報告。「兩高」報告指出，

2010年中國各級法院全年審結貪

污、賄賂、瀆職犯罪案件27,751

件，判處罪犯28,652人，同比分

別上升7.10%和9.25%；

各級檢察院共立案偵查

貪污賄賂大案18,224

件；查辦涉嫌犯罪

的縣處級以上國家

工作人員2,723人，其中

廳局級188人、省部級6

人，同比增加2%。

監察部：對受提拔官員或試行財產公示

■11日下午，11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舉行第3次全體大會，聽取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王勝俊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所作工作報
告。圖為王勝俊和曹建明在交換意見。 路透社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記者組 郭曉樂、徐海煒 北京報道）

今年「兩高」報告正式出爐，多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與全
國政協委員都對此持正面態度，有人代形容「兩高」報告
務實，有代表更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建立，是
一個里程碑階段，希望可以繼續有所進步。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廖長江表示，自己對於「兩高」報告

看法正面，在廉潔、司法公正方面做了很多東西，但他亦
強調，政府官員亦須帶頭依法辦事，依法施法，而「兩高」
更是任重道遠，需要率先尊重與擁護憲法︰「要做到依法
施政，並將有關訊息滲透至社會當中，法治社會建設需要
過程，仍有一條很長的路行。」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溫嘉旋亦指，是次「兩高」報告是朝

㠥正確方向去做，令國家法制不斷發展，又希望日後在相
關人才質素等方面繼續有所提高。
全國政協委員簡松年則提及，最高人民法院在報告中表

明嚴格落實「5個嚴禁」規定，做好反腐倡廉的工作，這會
是重要的進步，同時加強訴訟調解，推動多元矛盾糾紛解
決機制建設，亦是大勢所趨，所以值得肯定。

港區人代政協
熱議「兩高」報告

香港文匯

報訊（兩會

記者組 何凡

北京報道）

中紀委副書
記、監察部
部長兼國家
預防腐敗局
局長馬馬文昨
日(11日)下午
在人民大會
堂接受香港

文匯報採訪時表示，目前內地紀檢監察部門與港澳的相
關部門保持較好的合作關係，並已設立了一個三地協調
機制。她透露，今年內地與港澳三方將繼續加強互動，
並計劃展開相互訪問，以借鑒對方經驗與長處。馬馬文指
出，她對今年「兩高」報告十分關注，並認為司法、檢
察機關在履行職責與自身建設方面有很大推進。

監察部部長馬馬文：
加強與港澳相互借鑒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記者組 馬靜 北京報道）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王勝俊11日向全國人大做最高
人民法院工作報告。在回顧總結2010年工作時，
王勝俊表示，去年各級法院涉港澳台、腐敗犯
罪、環境犯罪、涉及民生等案件受理均有所上
升。
王勝俊表示，為加強涉港澳台案件審判工作，

制定了《關於審理涉台民商事案件法律適用問題
的規定》等司法解釋，依法維護香港同胞、澳門
同胞、台灣同胞的合法權益。
此外，在加強外事工作方面，王勝俊表示成功

舉辦了第四次亞太司法改革論壇，完善上海合作
組織成員國最高法院院長交流機制，開啟「金磚
四國」的司法交流，促進中國與外國的司法交流
與合作，樹立中國司法的良好形象。
他在報告中披露，中國各級法院去年審結涉外

商事、海事、海商案件有20,258件，同比上升
0.83%。

最高法院院長王勝俊：
涉港澳台案件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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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兩會記者組 劉越山 北京報道）中
共黨務專家辛宇在北京對香港文匯報表示，中央正
在試圖通過制度建設肅貪促廉，隨㠥近年來一批廉
政新規的密集出台，這一「反腐路線圖」已漸趨明
朗。而備受外界期待的、有「反腐助推器」之稱的
官員財產公示制度，也在有關部門的緊張制訂中，
待徵求各方面意見後盡快試行。

或從「高危崗位」試起
監察部部長馬馬文日前在全國「兩會」上透露，

「官員財產公示法」，監察部正在起草建議稿。公示或
從「高危崗位」試起。即將受到提拔重用的官員，
分管房地產等高危崗位的官員，可能會成為中國官
員財產公示的「先行先試者」。
外界注意到，中央於去年相繼頒佈施行了一系列

新規，劍指各種腐敗。包括頒發了《中國共產黨黨
員領導幹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首次明確了8個方面
「禁止」、52個「不准」的具體規定，涵蓋了行政權力
行使中極易滋生腐敗的各個領域，新增了禁止干預
和插手房地產開發等要求，甚至連婚喪嫁娶等個人
行為也有了「緊箍咒」。從而清晰劃定了官員廉潔從
政的「高壓線」。

稍後，中辦國辦於去年7月印發了《關於領導幹部
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新規首次將房產和經濟
投資列入申報範圍。清華大學教授任建明表示，這
可以從源頭上威懾腐敗官員的受賄心理。目前官員
受賄除了現金外，房產、股票及股權等經濟投資受
賄已經很普遍。新規釋放出了申報很可能成為幹部
選拔的一個重要依據這個信號，增加了申報的權
重，表明中國幹部任用制度未來將更加全面科學。

內地「落馬」省部級高官
(自2010年至今)

■鐵道部原部長　劉志軍

■浙江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　張家盟

■國家藥監局原副局長　張敬禮

■江西省政協原副主席、省委統戰部原部長　宋晨光

■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原副主席　劉卓志

13省部級官員判刑
(自2010年至今)

A：9人死刑，緩期執行

■河南省政協原副主席　孫善武

■國家開發銀行原副行長　王益

■吉林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　米鳳君

■廣東省政協原主席　陳紹基

■公安部原部長助理　鄭少東

■貴州省政協原主席　黃瑤

■遼寧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　宋勇

■浙江省紀委原書記　王華元

■天津市委原常委　皮黔生

B：4人無期徒刑

■福建省委原常委、原秘書長　陳少勇

■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作委員會原主任　朱志剛

■中核集團公司原總經理　康日新

■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長　黃松有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馬文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11日在工作報告中指
出，去年起訴4,422名拐賣婦女兒童疑犯。圖為在街頭尋
子的家長。 香港文匯報記者林舒婕 攝

■11日下午，人大代表在審議「兩高」報告。 中新社

■11日，國家主席胡錦濤、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聽取「兩高」報告。圖為胡錦濤、
溫家寶在向一名相關人員詢問有關資料。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