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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來、陳良宇、陳希同
三案判刑比較

■薄熙來案（2013年）

罪名：受賄罪（涉款近2,045萬

元人民幣）、貪污罪（涉款500

萬元人民幣）、濫用職權罪

判刑：無期徒刑，剝奪政治

權利終身，並沒收個人全部

財產

■陳良宇案（2008年）

罪名：受賄罪（涉款239萬元

人民幣）、濫用職權罪

判刑：有期徒刑18年，沒收個

人財產30萬元人民幣

■陳希同案（1998年）

罪名：貪污罪（涉款55.5萬元

人民幣）、玩忽職守罪

判刑：有期徒刑16年，贓物沒

收上繳國庫

專家：依法定罪 重刑不因翻供
認為證據充分反映犯罪事實 判決合法得當

宣 判案薄

社
評

W
E

N
 W

E
I 

E
D

IT
O

R
IA

L

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員、重慶市委原書記

薄熙來涉嫌貪污、受賄及濫用職權，一審被

判無期徒刑。以往另外兩名前政治局委員陳

希同、陳良宇的貪腐案分別被判16年和18

年，相比之下，薄熙來的判決是更嚴厲的一

次判決。薄熙來被判無期徒刑，釋放出強烈

的依法反腐信號，不僅對官員具有重大的警

示和震懾作用，而且對社會也是一種防範腐

敗的良好教育。中央通過對自身從上至下的

整肅來提振民心，必將大大提升民眾的信任

和凝聚力。

薄熙來案無論庭審還是判決，都嚴格按

照司法程序進行公開處理。在整個審理過

程中，允許薄熙來進行自辯，即使薄當庭

翻供、拒不認罪，也將其辯詞和整個審判

過程透過微博方式對外直播，不僅體現了

當局的自信，也展現了當局要在司法軌道

上依法處理該案的決心。薄熙來最終以貪

污、受賄、濫用職權等三罪被提起公訴並

依法審判。整個案件的審判，事實清楚，

證據充分，適用法律正確，量刑適當，審

判程序合法，此案將成為昭顯中國法治進

步的典型案例。日本時事社、美聯社和彭

博通訊社等外媒都指，判決反映中共中央

總書記習近平的反腐決心。英國《金融時

報》引述分析指，薄熙來案件程序上是公

開、公正的司法審判。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一直強調要加強對權力

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

裡，形成不敢腐的懲戒機制、不能腐的防範

機制、不易腐的保障機制。薄熙來案審理程

序公開和透明，判決展示中央依法反腐的決

心，使反腐法治化、規範化、制度化，要讓

所有官員都建立起敬畏法律的法治意識，讓

人民都感受法律的公平正義，真正「把權力

關進制度的籠子裡」，從根本上預防腐敗、遏

制腐敗，並樹立起依法治國的施政理念和社

會共識。

當前中國改革面臨複雜而嚴峻的挑戰，需

要把法治擺到更為重要突出的位置，按照依

法治國的理念爭取新的突破。薄熙來案的處

理實事求是，依法辦事，說明中央重視透過

依法反腐來重拾人民信任，也必將透過依法

治國來強化其執政黨思維，學會用法治的方

式更現代地與世界溝通，為即將展開的深化

改革鋪平道路。

非洲國家肯尼亞首都內羅畢市內「韋斯特

蓋特」購物中心21日發生恐怖襲擊，目前已

造成至少59人喪生，200多人受傷。此次襲擊

事件是1998年「基地」組織攻擊東非兩座美

國大使館以來，東非地區最血腥的恐怖攻擊

之一。同「基地」組織有關的索馬里青年黨

已宣佈對這起槍擊事件負責。事實上，2011

年西亞北非大動盪以來，特別是利比亞衝突

導致政治真空和武器走私失控後，極端和恐

怖勢力在撒南非洲的滲透速度大大加快。恐

怖主義在非洲蔓延，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

在西亞北非地區推動的「阿拉伯之春」難辭

其咎。

2011年「阿拉伯之春」之後，中東地區總

體形勢動盪，一些阿拉伯國家經濟困難加

劇，民生問題凸顯，為恐怖主義滋生提供了

更肥沃的土壤。過去兩年來非洲發生的恐怖

事件顯示，這些恐怖組織不僅在襲擊手法上

越來越具有「基地」的多點同步特色，而且

彼此之間的聯繫呈日趨緊密之勢。索馬里青

年黨、「利比亞伊斯蘭戰鬥團」、尼日利亞

「博科聖地」組織在中東劇變後發展迅速，與

「伊斯蘭馬格里布基地組織」的聯繫日趨密

切，向撒哈拉以南非洲蔓延。青年黨公然在

肯尼亞的首都製造大規模流血慘劇，足以證

明恐怖主義在非洲滲透，已成為中東動盪外

溢效應的重要表現。從西非至北非再到東

非，非洲可能正在形成一條「不穩定之弧」。

一旦恐怖勢力在非洲西、北和東部同時活

躍，形成合流，這將不僅僅是非洲的危險。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西亞北非地區推

動的「阿拉伯之春」，使該地區的政治經濟局

勢處於極度混亂動盪狀態。「阿拉伯之春」

對於化解仇恨、分離極端勢力、消除恐怖主

義土壤等長遠目標而言，無異於南轅北轍。

遍觀在美國策動的「阿拉伯之春」改造之後

的所有國家中，人們看到的是一個個國家經

濟崩潰，暴亂戰火連篇，血腥暴力事件頻

發，恐怖襲擊到處發生，不僅民生凋敝，百

姓生活沒有基本保障，人民生命時常處於恐

怖威脅之下，社會陷入全面災難之中。這就

是美國的大中東戰略的「民主化改造」給中

東人民帶來的現實。西亞北非政局動盪不

止，導致恐怖主義在非洲蔓延，以美國為首

的西方國家幕後策動難辭其咎。

(相關新聞刊A9版)

薄案判決彰顯中國反腐法治化 恐怖主義非洲蔓延 西方難辭其咎

薄王庭上對質原聲曝光

苦候逾句鐘
為拍押送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薄案一

審昨日宣判，受賄、貪污、濫用職權三罪併罰，

薄被判無期。多位知名法律專家向本報表示，法

庭對薄審判合法得當，量刑適中，判決的根據是

法院認定證據所反映的犯罪事實，不因不認罪就

從重處罰。綜合薄案一審，無論是庭審還是判

決，專家們均給出85分以上高分，並稱此案將成

為昭顯中國法治進步的典型案例，為今後高官及

受社會廣泛關注的案件審理起到示範作用。

著名刑辯律師、李莊案一審辯護律師陳有西昨日接受
本報採訪時表示，法庭對薄審判結果合法得當。

法院採信來自證據認定

陳有西說，從各項單獨指控來看，薄受賄罪認定金額達
2,000萬，據內地刑法可判無期徒刑或死緩，法庭判決無期
是得當的；貪污罪部分，法庭認定金額為500萬，按律當
判無期，單此項法庭給出有期徒刑15年量刑偏輕；濫用職
權罪的量刑來看，內地刑法對濫用職權的最高刑期是10
年，7年的量刑也是得當的。他指，儘管貪污罪單項指控
量刑偏輕，但整體量刑算是合法得當。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洪道德則用五句話向本報概括了薄案

審判：事實清楚、證據充分、適用法律正確，量刑適當，
審判程序合法。
針對一審庭審薄對檢方指控罪名均予以否認，法院判決

書認定其辯護理由不被採納。陳有西指出，證人、證言和
法院調查結果顯示，法院均認定了大量充分的證據鏈反映
薄犯罪事實；法院是否採信主要來自對證據的認定，而不
是強詞奪理的單方面口供。
薄熙來一個月前庭審時當庭翻供、拒不認罪，這是否造

成了重判？洪道德指，目前中國沒有哪條法規和刑事政策
規定「不認罪就會從重處罰」，薄被判無期與其庭審表現
沒有關係，法院不會只相信口供，主要還是由其犯罪事實
和數額認定。與其他案件相比，薄案判決沒有失之過寬也
沒有從重。

較陳希同陳良宇判決嚴厲

此前，另兩名原政治局委員陳希同、陳良宇分別被判16
年和18年。陳有西指出，昨日判決是中國對中共前政治局
委員作出的最嚴厲的一次判決。但陳有西和洪道德均指
出，薄與二陳相比犯罪事實嚴重，所以被判無期，三人判
刑主要區別在於犯罪金額和情節。
對於薄會否上訴，陳有西認為，依薄在庭審表現推測薄

極有可能會上訴，中國目前執行「二審終審」規定，薄案
二審將在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審理，二審結果將會成為薄
最終判決結果。不過目前二審判決規定只存在「維持原判
或減刑」的可能，不會再被加刑，所以就法院認定的三項
罪名，薄最高仍只會被判無期。不過陳有西也指出，該案
檢方在偵查階段存在瑕疵；洪道德認為，判決書尚存在
「未說清楚贓款贓物追繳和追回的準確數字」問題。

昨日舉行的公開宣判

中，薄熙來的親屬 3人

及陪同人員2人出現在法

庭旁聽席，此外還包括新聞媒體記者22人

及社會各界人士等89人在內的116人參與旁

聽。如果接到判決書第二日起的10日內不

提出上訴，薄熙來就將被關押在北京秦城

監獄內。而這也可能是薄熙來最後一次出

現在公眾面前。故昨日在法庭外，百多名

媒體記者為拍到押解薄熙來車輛駛出，在

宣判結束後一個多小時仍苦苦守候在濟南

中院門口。

上午大約11點55分，在一輛灰色商務客

車帶領下，薄熙來乘坐的黑色奔馳商務車

緊隨其後駛出。隨後的是警車、武警車輛

以及一輛中巴車魚貫駛出。而在車隊之

後，山東大學齊魯醫院和濟南市千佛山醫

院急救中心的兩輛急救車也隨行，顯示官

方考慮到了薄熙來可能出現的身體突發狀

況。 ■本報記者 于永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冉 濟南報道）22日上午，
濟南中院一審判處薄熙來無期徒刑。隨後，央視在新
聞節目中首次曝光薄熙來與王立軍當庭對質原聲。
在央視的新聞播報同期聲中，薄熙來以傲慢的語氣

質問昔日下屬王立軍：「1月28日以後我們談了幾次
話？」王立軍回應稱：「從29號開始一直到5號我每
天被你叫去兩次，而且你明確告訴我，你不能隨便
走。由我來告訴辦公廳，給你安排任務。」

王稱曾被薄罵足三分鐘

法庭調查顯示，2012年1月28日，薄熙來聽取了王立
軍關於薄谷開來涉嫌殺人的匯報，次日，他斥責王立
軍誣陷薄谷開來，打了王立軍耳光並摔碎茶杯。王立
軍回憶此場景時說：「我記得大約三分鐘之內沒談任
何事情，就是罵，罵的差不多了走過來指我鼻子，你
必須把此話收回去，誰是殺人犯？拍自己的胸脯，我

是殺人犯嗎？他後來一拳打過來，打到我的左耳，絕
不是一巴掌的問題。」
當公訴人問王立軍是在什麼情況下進入了美國在成

都的總領事館時，王立軍回答：「當時那個情況很危
險，首先我受到了暴力，在我受到暴力前後有11位我
身邊的工作人員和案件的偵辦人員失蹤了。」

倘上訴 二審料難減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永傑 濟南報道）薄熙來受

賄、貪污、濫用職權罪成，昨日濟南中級人民法院判
處薄熙來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
人全部財產。與此前專家們的猜測不同，薄熙來並未
當庭提出上訴。按照法律規定，薄熙來在接到判決書
第二日起的十日內，還有機會通過該院或者直接向山
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有專家就指，如果薄熙
來提出上訴，則二審中或將採取書面審理，二審中減
輕刑罰的可能性極小。而薄熙來的家屬此前曾表示，
無論一審結果如何，都將提起上訴。
如果薄熙來選擇上訴，二審會否減輕一審的判罰，

北京尚權律師事務所刑辯律師毛立新認為可能性很
小，「確實沒有任何從輕判罰的情節，除非是事實認

定有變化，減輕判罰已經沒有什麼空間了。」

改變判決須提新辯護觀點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阮齊林向媒體表示，未來還要看
薄熙來提出怎樣的上訴理由，若他提出量刑疑議，法
院就要考慮犯罪事實的嚴重性、犯罪後的表現作出最
後判斷；若薄針對犯罪事實提出上訴，那麼焦點就回
到了檢方的證據是否充足、形成證據鏈，「法院是否
改變一審判決，要看薄是否能夠提出新的辯護觀點。」
據悉，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陳希

同曾對一審判決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訴。最
終最高人民法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原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則放棄上訴。

■薄熙來在法庭上聽取宣判。 中新社

■囚車載㠥薄熙來離開法庭。 法新社

■百餘名記者守候在濟南中院門前。

本報記者于永傑 攝

■一審時薄熙來與王立軍在法庭上對質。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