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前率先公開財產的廣州市政協
副秘書長范松青(見圖)稱不後悔。
他說，「這個提案被媒體報道之
後，很多領導很給力支持，廣州市
政協主席蘇志佳也支持我。市政協
提案委的工作人員告訴我，這個提

案已經立案了，下一步是交給黨建相關部門來辦理，我
聽到這個消息很高興。至於有人說我這些那些，我就一
句話：心底無私天地寬。」

范松青：願做「第一人」

當談及現實問題，范松青表示，要真正實施官員財產
公佈，阻力仍舊很大。各地的試點區或許能為今後的實
施摸索出一條合乎實際的路子，但「減少阻力，循序漸
進」不失為有效的法則。「財產公開不能搞一刀切，要
分層次推進，要有針對性地有效公開，面窄了，『起哄』
的人少了，阻力才會小。」

據悉，2013年春節前夕，范松青在廣州「兩會」上高
調表態願做「官員財產公開第一人」，並公開了自己的
住房和車輛財產。在隨後的廣東省「兩會」上，廣州、
深圳、佛山、潮州、韶關、湛江、雲浮等市的市長，在
媒體的追問之下，紛紛表態：「上級如有要求，願意公
開財產」。事後，范松青坦言遭受巨大壓力，有人指他
破壞官場「潛規則」，還有的說，「這個政協副秘書長
走到頭了，回家賣紅薯吧。」

3月10日披露的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
提出，要建立以公民身份證號碼和組織機構代碼為
基礎的統一社會信用代碼等制度，建立不動產統一
登記制度。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馬凱在對方案
進行說明中也指出，上述改革內容「從制度上加強
和創新社會管理，並為預防和懲治腐敗夯實基

礎」。
有分析人士就此指出，這是一項旨在營建社會誠

信體系的重要「頂層設計」，有望形成一個覆蓋中
國社會的誠信體系平台，對於中國防腐反腐制度建
設也具有重要意義，備受關注的1人多戶籍、多房
產的「房姐」現象，或將受到遏制。

建統一信用代碼助反腐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物權法專家申衛星，也對
這幾項改革內容表示肯定。他說，「運動反腐」、

「權力反腐」、「網絡反腐」成果固然可觀，但從建
立長效機制上，更需要制度反腐。方案中提出的

「統一社會信用代碼」，意味㠥每位公民和每家機
構，今後都將有自己的信用代碼；包括財產在內有
關信用的信息都將得到整合，某個人在不同城市擁
有多套住房的現象將很難「潛水」。「這對官員將
起到『不敢腐』的威懾。」申衛星進一步解釋說，
制度針對的是失信行為和官員腐敗。

有關分析人士也指出，建立統一社會信用代碼制
度，將可推動落實金融賬戶實名制，有效阻止腐敗
分子利用假名、匿名賬戶隱瞞、轉移腐敗所得，增
加腐敗的成本和風險，對於預防和打擊腐敗犯罪，
防止國有資產流失也具有積極的作用。

官員財產公開
各界關注實施時間表 人代料反腐法將出台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王勝俊在今年「兩會」的工作報告披露，過去5年來，審結貪污賄賂、瀆職犯罪

案件13.8萬件，判處罪犯14.3萬人。鮮活的數字既具象化了反腐成績，也道出任務之艱巨。究竟從

何入手有效防腐？今年我們把焦點對準官員財產公開制度。曾連續7年提出「官員財產申報制度」

建議的全國人大代表韓德雲律師，在接受本報採訪時大膽預測，新一屆全國人大必定會出台一

部綜合性的反腐敗法律。「官員財產公開制度，必定在這部法律中佔據重要篇幅。」何時

實行官員財產公開制度是目前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

■兩會報道組 趙鵬飛、李叢書

自 2006年起第一次提出官員財產申報公開立法建議案起，全國人大代表韓德雲的名字，已
經連續7年跟官員財產公開申報一起，成為熱點新聞。今年，韓德雲卻沒有再提官員

財產申報的建議案。

若無全國法例 試點效果成疑

在人民大會堂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韓德雲顯得胸有成竹地說，「去年
『兩會』後，我收到了中紀委的答覆，有關部門正在抓緊對公職人員
財產申報國家立法進行研究論證工作。我預測這屆人大，會出
台一個綜合性的反腐敗法律，裡面會籠統地就設立官員財
產公開制度進行規定。」他分析，從目前的實際情況
來看，直接出台官員財產公開單行法的難度太
大，綜合法操作性更容易被各方所接受。

「只要有了實質性的突破，逐步走上正
軌就指日可待了。」

韓德雲也坦承，官員財產公
開制度，其實已經過了立法的最
佳時機，現在屬於亡羊補牢。

「如果這一屆人大，還不將其納入
立法規劃，越往後拖，不僅面對
的阻力會更大，公眾的期望值也會
更高，就容易陷入尷尬的境地。」

對於廣東南沙、橫琴、始興今年
正式啟動官員財產公開試點，韓德
雲直言他一直關注，包括之前新
疆、浙江試點的無疾而終。他把這些歸結為，名不正言
不順。「沒有中央統一立法授權的情況下，任何地方做試
點，都難有大的成效。」

在今年全國「兩會」上，從立法層面建立官員財產公開制度，已
經開始凝聚成為各方的共識。全國人大代表、中央政治局委員、上
海市委書記韓正3月6日在答記者問時說，已經注意到媒體很關注官
員財產公開的問題，他贊成依法有序推進。全國政協委員、廣州政
協主席蘇志佳，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亦重申了支持態度。

財產公開立法 凝聚各方共識

全國人大代表、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柳斌傑更是坦率表態：「只要
不影響別人，我願意公開自己的財產。」在全國人大代表、新希望
集團董事長劉永好看來，官員財產公開制度的建立，能為企業營造
更良好的營商環境，對企業來說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國際上很
多國家和地區在競選的時候，財產均公開，中國在這方面有一個漸
進的歷史過程。作為上市公司，我們所有的賬務都公開透明，這樣
有利於企業的監管。官員如果也能財產公開，相信會取得比較好的
效果。」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世茂集團董事局主席許榮茂表示，「這說明
內地的執政環境已經很開明和陽光了，但是要真正做到執政為民，
就是要盡快順民意建立財產公開制度。」

記者在這次採訪中注意到，一個特別令人驚喜的變化是，公開與
否已經沒有爭議，什麼時候公開才是各界關注的焦點。

A15 責任編輯：何綺容　版面設計：周偉志

2013年3月14日(星期四)

2 0 1 3兩 會 透明防貪專
題

立法勢在必

設不動產登記制
夯實防貪基礎

對於官員財產公開制度的建立，國內學界
先後曾提出「赦免論」，即有條件地赦免貪
腐官員，以減少體制內阻抗，突破政治體制
改革瓶頸。全國人大代表韓德雲(見圖)律師
認為，要對貪腐實行赦免基本不可能。

貪污赦免 有違民意

韓德雲說，內地學界的「赦免論」，顯然
受到上世紀70年代港督麥理浩「局部特赦令」
事例的啟迪：香港警界早年貪腐橫行，1977
年廉政公署成立後重拳肅貪，引發了著名的「警廉衝突」事件。麥
理浩權衡利弊，頒佈了「局部特赦令」，指令廉政專員公署除了已
被審問、正被通緝和身在海外的人士，特赦於1977年1月1日以前所
有曾經貪污而未經檢控的公職人員。

韓德雲坦言，香港和內地的政治、法律制度不同，港督特赦令的
前提是「局部」，主要針對香港警界，而其制度保障則是香港的司
法獨立。此外，現實的國情也決定，「赦免論」難以獲得民意的支
持。「說這話的均為知識分子，沒有顧及老百姓的感受。老百姓不
可能接受對貪腐官員的赦免，赦免這條路，基本是不可能的。」

穗官率先申報
喜獲各方支持

學界「赦免論」
律師稱難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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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7年，官員財產申報與公開制度在國內首次提出算起，到現在
已經20多年了，但一直未有實質性的進展。屢屢爆出的「錶哥」、

「房叔」、「房帝」事件，更是不斷刺激㠥公眾的容忍限度。2012年12
月，廣東省第一次將官員財產公開制度試點工作提到了省級層面。

外省試點 多歸平靜

回溯以往，高調「吃螃蟹」試點官員財產公開者，不在少數，但大
都無疾而終。2009年1月1日，新疆阿勒泰地區廉政網上，2008年12月
新提任的55名副縣級領導幹部全部進行了個人財產申報公示。阿勒泰
成了第一個吃螃蟹的試點城市，被譽為官員財產公示的破冰之舉。無
奈在1年多後，因當時的制度推行者、阿勒泰地區紀委書記吳偉平的
病逝不了了之。

記者根據公開資料不完全統計，在阿勒泰試點之後、廣東宣佈試點
財產公開制度之前，從2009年至今，內地已有29個市、縣涉及官員財
產公開試點改革，有的已歸於平息，有的仍在探索，有的還在謀劃
中。其中除新疆阿勒泰、浙江慈溪、寧夏銀川、湖南瀏陽等少數幾地
外，多數試點始於2011年。

離任審計 醞釀公開

和以往一些地區進行的官員財產申報和公開試點相比，廣東作為省
級單位開啟財產公開試點，這在全國尚屬首次，級別、檔次均不可同

日而語。另外本次試點還具有兩個其他地區不可
比擬的鮮明特徵：一是從「申報」走向「公
開」；二是明確試點完成後，2014年逐步推開。

為給財產公開制度的試行提供堅實的基礎，目
前廣東已逐步建成了個人房產、銀行、證券、出
入境等信息系統。在推行官員財產公開試點的同
時，正職官員離任結果審計試點公開也已積極醞
釀。廣東省規劃，這項工作試點將於明年陸續展
開。制度化推進官員財產公開的力度和各方面的
配合度在全國各地前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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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將立法。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