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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大以來，中央紀委監察部嚴肅查處了
薄熙來、陳良宇、劉志軍、許宗衡等一

批大案要案。被紀檢監察機關查處的違紀違法
高官，還包括康日新、黃瑤、王益、張家盟、
劉卓志、黃勝、田學仁、田鳳山、韓桂芝等。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賀國
強指出，對腐敗分子不管涉及到誰，堅決查
處，決不姑息、決不手軟，決不讓任何腐敗分
子逃脫黨紀國法的懲處。

「雙規」成反貪利器
根據權限劃分，中紀委直接負責的自辦案

件，主要是省部級官員和對全國有重大影響的

腐敗案件。中紀委人士介紹，中紀委監察部直
接負責查處的黨員、黨組織、行政監察對像案
件，一般需經過案件線索管理、初步核實、立
案審批、調查取證、案件審理、處分執行、被
調查人的申述、案件監督管理8道辦案程序。
「而在情況緊急時，也可能略去前面環節，直
接立案，組建專案組調查。」
中央黨校政法教研部教授林哲指出，紀委辦

案時經常採用的「雙規」，指的是在紀檢部門
查辦腐敗官員時，限令其在規定時間、規定地
點內交代問題。她說，查辦案件是推進反腐敗
鬥爭的重要手段，而「雙規」是黨內的組織措
施，對於深挖腐敗分子確有其重要作用。
中紀委在審理案件時，都是嚴格依據法律法

規的授權和規定的。這些法律法規包括《中國
共產黨章程》、《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
《行政監察法》、《行政復議法》、《黨的紀律
機關案件審理工作條例》等。而中紀委案件審
理工作人員經過專業訓練，所辦案件經得起歷
史檢驗。

巡視組精騎四出
十六大以來，中共在反腐倡廉鬥爭中亦注重

頂層設計，㠥力推進體制機制方面的改革與創
新。巡視工作是在新的歷史時期，為進一步強
化黨內監督、整飭黨內紀律而採取的「自上而
下」的自我監督。2003年以來，中紀委、中組
部聯合成立巡視機構，組建多個中央巡視組，
監督檢查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決議的執
行情況，保證中央政令暢通。2010年起，黨內

巡視制度擴大至中國軍隊。
由於巡視工作具有近距離、長時間、廣接觸

等特點，被喻為黨組織的「耳朵」和「眼
睛」。一位紀檢機關人士說，「中央巡視組前
往某省，一般停留數月，其間與逾百位當地幹
部交流。巡視組重在發現問題，只向中紀委、
中組部負責報告，兩部委再將報告轉呈中
央。」十年來，在中紀委已查結的陳良宇、侯
伍傑等嚴重違紀違法案件中，很多重要線索都
是中央巡視組在巡視工作中發現的。

頂層設計重創新
十六大之後，中紀委對黨政機關部門的派駐

紀檢機構實行統一管理。中央和省（市、自治
區）兩級建立起巡視機構，紀檢監察機關派駐
機構統一管理工作在全國全面推行。按規定，
黨的地方和部門紀委、黨組紀檢組可直接向上
級紀委報告本地區、本系統、本單位發生的重
大問題。
當前，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已走進縱深

發展的新時期。五年前，中國首個國家級預防
腐敗的專門機構—國家預防腐敗局掛牌，標
誌㠥中國反腐監督關口前移。而今全國半數以
上省市區已經成立省級預防腐敗機構。此外，
中央近年來重視對違紀違法國家工作人員的防
逃追逃工作，建立了境外緝捕和防止違紀違法
國家工作人員外逃兩項工作聯絡協調機制。廈
門特大走私案主犯賴昌星在潛逃加拿大12年後
被成功遣返回國，有力震懾了外逃和企圖外逃
的犯罪分子。

今年7月23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
錦濤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班
上發表講話，對統一中共幹部思想
認識具有重大意義，亦為各界前瞻
中共十八大反腐戰略佈局提供出重
要指引。
權威專家指出，從歷史視野看，

全球未有其他政黨像中共在執政黨
黨內自清、反腐倡廉方面取得如此
大的成就；而從橫向面看，中國
「反腐大壩」懲治與預防腐敗體系的
基本框架已構建完成。十八大料將
總結梳理近十年的工作得失，客觀
評估面臨的總體形勢，做出新的戰

略部署，吹響反腐攻堅的號角。
胡錦濤在「7．23講話」中談到，

「新形勢下，黨所處歷史方位和執政
條件、黨員隊伍組成結構都發生了
重大變化，來自外部的風險前所未
有，黨的建設方面特別是黨員、幹
部隊伍出現了許多亟待解決的突出
問題。」他指出，要全面加強黨的
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
反腐倡廉建設、制度建設，繼續推
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堅定不
移反對腐敗。中央黨校政法教研部
教授林哲認為，用如此嚴肅的口吻
直陳問題與挑戰，說明高層對黨面

臨的現實問題有清晰判斷，並有強
烈的緊迫感與責任感。

反腐政策以人為本
學者表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

期，中國的腐敗問題正處於從遏制
向全面遏制轉變的重要階段，從易
發多發期向穩定可控期轉變的關鍵
階段。中國人民大學反腐敗與廉政
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暉指出，未
來十年，破解腐敗高位頻發緩慢增
長之態勢的路徑所在，是用「以人
為本」的思想引領中國反腐敗政策
的範式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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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平安里西大街41號，一座高牆聳立、門禁森嚴的

神秘大院。這座大院沒有門牌，由武警哨兵負責保衛。

兩棟十多層高的辦公樓坐落院內，一株350多年樹齡的

古槐高聳雲天，旁立一塊高約數丈的石碑，題有四個紅

色大字「古槐聽訟」。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古槐被稱「靈

性之精」，有公斷訴訟、伸張正義之能。而領銜中國懲貪

模式的中紀委就在此高速運轉，專司黨內紀律監督，負

責查辦高官腐敗違紀案件。

作為中共的最高紀律檢查機關，中紀委秉持「從嚴治

黨」方針，年均立案與結案數量超過12萬件。僅以十六

大至十七大期間為例，全國紀律檢查機關共立案677,924

件，結案679,846件，給予黨紀處分518,484人。而2007

年11月至2012年6月期間，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

64.3萬餘件，結案63.9萬餘件，給予黨紀政紀處分66.8

萬餘人。

百年古槐 寓意懲腐不阿

■中紀委院內的古槐，據說有350餘年樹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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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
副主任任建明（見圖）指出反腐
工作十年來的亮點有：一是改革
方面的重要探索，包括中紀委、
中組部發佈文件試點探索權力制
約與監督的新措施；杭州、深
圳、廣州等十多個城市，相繼提
出建設廉潔城市的目標。

二是在技術手段方面，各地提出「技術預防」、
「制度加科技」，在反腐倡廉工作中大量應用電子信
息技術，且在政府工作層面通過電子政務實現。
三是中紀委抓住重點領域的突出問題專項治理，

體現出積極進取的態度，包括在建築工程等重點領
域的專項治理，公車專項治理，政府信息公開，
「三公」消費公開等領域的，效果良好，亦獲得很多
正面評價。
四是國際合作方面，在推進自身反腐工作的同

時，中共以更加開放、自信的姿態，對外首次發佈
《反腐白皮書》；又參與了《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的
制定、起草工作，也是最早簽署的國家之一；中國
與美國在APEC平台推動亞太地區的反腐合作，在打
擊跨國腐敗犯罪取得了很多成就。

姓名 原職務 處理結果

薄熙來 中央政治局委員、 開除黨籍、公職，對其涉嫌犯罪問題及重慶

市委書記 犯罪問題線索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陳良宇 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 開除黨籍、公職，有期徒刑18年

劉志軍 中央委員、鐵道部部長 開除黨籍，移送司法機關

康日新 中央委員、 犯受賄罪，判處無期徒刑

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總經理

田鳳山 國土資源部部長 犯受賄罪，判處無期徒刑

鄭筱萸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 死刑

劉方仁 貴州省委書記 犯受賄罪，判處無期徒刑

黃　瑤 貴州省政協主席 犯受賄罪，判處死緩

韓桂芝 黑龍江省政協主席 犯受賄罪，判處死緩

許宗衡 深圳市市長 犯受賄罪，判處死緩

王　益 國家開發銀行副行長 犯受賄罪，判處死緩

張家盟 浙江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犯受賄罪，判處無期徒刑

劉卓志 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副主席 犯受賄罪，判處無期徒刑

黃　勝 山東省副省長 開除黨籍，移送司法機關

田學仁 吉林省副省長、 開除黨籍、公職，移送司法機關

吉林銀行董事長、黨委書記

今年是落實《建立健全
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2008
—2012年工作規劃》的收
官之年。中國監察學會常
務理事、清華大學廉政與
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建
明向香港文匯報指出，懲
治與預防腐敗體系的建

成，需要一個比較長期的建設過程。而在全面
總結上述工作規劃的成效後，中央很可能在十
八大之後制定出新的《五年工作規劃》。這也
將成為下階段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綱領性文
件。

十八大後料有新部署
任建明說，關於反腐倡廉建設，預計在十八

大政治報告中會有新的精神與部署。至於內
容，不僅在「黨的建設」部分會有所涉及，且
料將有專門闡述反腐倡廉的表述部分。而如何
應對反腐工作中「木桶原理的短板」，將是新
《五年工作規劃》的重要看點之一。

任建明指出，中共在懲防腐敗體系框架中重
視預防，強調通過制度建設和創新，尋找治理
腐敗的新辦法。比如，2007年中國首個國家級
預防腐敗的專門機構—國家預防腐敗局掛牌
成立，便是落實懲防戰略的重要舉措，也是履

行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的考慮。「雖然工作系統
並不是越多越好，但此舉的確是重視預防及制
度建設是一次重大實踐。」
中國監察學會常務理事、中國人民大學反腐

敗與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暉（見圖）表
示，中國反腐敗機構的組織模式，可表述為執
政黨領導下的職能分散型層級制結構。這一結
構的優點在於凸顯執政黨領導下以紀委領銜的
特色，執政黨意志能得到全面貫徹。同時，職
能組織內部結構極為穩定，能夠實現職能部門
內部效率的最大化，有助於單向職能目標的實
現。不過，此模式也存在反腐敗決策堆積在高
層、對低層授權不夠等不足。

反腐倡廉建設邁向縱深

中共十六大以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紀委）

鐵腕懲治貪腐，查處人數之眾、力度之大，刷新改革開放

以來中國反腐敗鬥爭的紀錄，立案、結案的年均數量在12萬件

以上。與此同時，制度化、規模化防腐反貪措施頻頻推出，民主監督力度加

大，制度完善令官員「不能貪、不敢貪、不想貪」。十八大臨近，中央肅紀自清的腳步未有

停歇，堅決查處薄熙來等重大違紀違法案件引人注目，亦令各界對中共推進反腐倡廉建設的

新部署滿懷期待。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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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加科技 預防顯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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