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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才厚落馬
直接賣官通過家人受賄 開除黨籍移送軍事檢察機關

據官方公報，2014年3月15日，中共
中央依照黨的紀律條例，決定對徐

才厚涉嫌違紀問題進行組織調查。經審
查，徐才厚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晉升職
務提供幫助，直接和通過家人收受賄賂；
利用職務影響為他人謀利，其家人收受他
人財物，嚴重違反黨的紀律並涉嫌受賄犯
罪，情節嚴重，影響惡劣。從去年早些時
候起，坊間關於徐才厚被調查的傳聞不
斷。

去年暴瘦髮白年初最後露面
去年9月30日，滿頭花髮、身形消瘦的
徐才厚亮相國慶宴會，引起外界關注。而
徐才厚最後一次在媒體露面是在今年1月
20日， 他與中央軍委領導一起出席中央
軍委慰問駐京部隊老幹部迎新春文藝演
出。有境外媒體今年三月份報道稱，徐才
厚已被查處，其妻子、女兒及秘書亦被控
制，並於5月9日被移交司法機關。
專家分析指出，一段時期以來，中國軍
隊反腐利劍高舉，而因貪腐落馬的將領最
高級別至大軍區副職，如解放軍總後勤部
原副部長谷俊山等。大軍區正職將領尚無
被查辦的記錄，遑論中央軍委首長。而前
軍委副主席徐才厚此次被查辦，無疑打破

了軍隊反腐「刑不上上將」、「刑不上軍
委副主席」的慣例，足見習近平為首的中
共中央反腐決心之大。

軍中決不允許腐敗分子藏身
政治局會議認為，對徐才厚嚴重違紀問
題的查處，進一步體現了黨中央從嚴治
黨、從嚴治軍的鮮明態度，表明了我們
黨堅決反對腐敗、以零容忍態度懲治腐
敗的堅定決心。全黨全軍必須充分認識
反腐敗鬥爭的長期性、複雜性、艱巨
性，把反腐倡廉建設放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堅決查處違紀違法案件。
任何人不論權力大小、職務高低，
只要觸犯黨紀國法，都要嚴肅查
處，決不姑息、決不手軟。人民軍
隊是執行黨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
團，在黨風廉政建設上要堅持高標
準、嚴要求。黨內決不允許有腐敗分子
藏身之地，軍中也決不允許有腐敗分子
藏身之地。
會議強調，各級黨委要加強對黨員幹

部特別是高中級幹部的教育、管理、監
督，嚴明黨的紀律。要深入抓好軍隊思
想政治建設和作風建設，努力實現黨在
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

中央重拳打「軍老虎」 破「刑不上上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中央反腐再出重拳，軍中「大老虎」落馬成

囚。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6月30日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聽取中央軍委紀律

檢查委員會《關於對徐才厚嚴重違紀案的審查報告》，決定給予徐才厚開除黨籍處

分，對其涉嫌受賄犯罪問題及問題線索移送最高人民檢察院授權軍事檢察機關依法處

理。徐才厚是十八大以來落馬的首位前中央政治局委員，更是新中國成立65年以來

因貪腐被查辦的軍隊最高級將領，打破了「刑不上上將、軍委副主席」的慣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靜北京報道）官
方昨日未披露徐才厚更多貪腐細節，而坊
間傳言稱，徐才厚部分貪腐問題與3月31
日因涉嫌貪污、受賄、挪用公款、濫用職
權犯罪被公訴的解放軍總後勤部原副部長
谷俊山有關，這一點尚未得到官方證實。

徐一手提拔 谷極速高升
有消息稱，有關部門在對谷俊山調查時
牽出徐才厚。兩人交往密切，谷俊山由分
管軍隊幹部任命的徐才厚一手提拔。在徐
才厚擔任濟南軍區政委期間，谷俊山升任
濟南陸軍指揮學院副院長。當徐才厚升任
中央軍委委員，2001年，谷俊山也奉調進
京，任解放軍總後勤部基建營房部副部
長，並晉升少將，2007年6月升任部長，全
軍房改辦公室主任，2009年升任總後勤部
副部長。2011年7月，晉升中將，半年後因
腐敗被免職。

口談嚴查谷 最終成老虎
谷俊山涉貪金額巨大，據報道稱，紀檢
人員在查抄谷位於濮陽老家的「將軍府」
時，起獲純金毛澤東像、大金船、金臉盆
等贓物，特供茅台酒多不勝數，涉貪財物
裝滿整整四卡車。
谷俊山2012年被查之後，解放軍在全軍

範圍內開展「講政
治、顧大局、守紀
律」學習教育活
動，同時還負責軍
隊紀檢監察工作的
徐才厚在全軍紀檢
工作會議上強調
「要加大案件查辦
力度，始終保持嚴
懲腐敗的強勁態
勢。」。

中共中央公布開除中央軍委原副主席徐
才厚黨籍的消息後，多家海外媒體立即轉
發報道，其中路透社在新華社發稿後不到
10分鐘內，立即以突發方式報道，並不斷
跟進。《紐約時報》指，中國打擊貪腐行
動「捕捉」了行動開始以來的最高層目
標。
路透社的報道特別提到徐將接受軍法審

訊。英國廣播公司(BBC)則引述分析人士指
出，宣布徐才厚被開除黨籍是中共「打
虎」運動的一個新進展，報道並引用《人
民日報》微博評論，稱「打老虎，刑要上

大夫」。
路透社引述人民大學政治學者張鳴指，

解放軍內部反貪從沒牽涉如此高軍階的將
領，今次事件可謂非常嚴重，報道並引述
上海大學倪樂熊教授表示，徐才厚下馬
「對於整個共產黨及中國來說，都是振奮
人心的消息，並傳達一種強烈訊號」。
美聯社引述北京歷史及政治學者章立凡

指，像徐才厚如此高級別的將領下馬，反
映國家領導人或會有更大動作，軍內更多
人員將成為反貪目標。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紐約時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沖北京報道）官至中央軍
委副主席的徐才厚上將，是目前為止被查處的職務
和軍階最高的「軍中大老虎」。知名專家羅援向本
報指出，這給全黨全軍敲響一定要潔身自好、清正
廉潔的警鐘，顯示了中央反腐倡廉的決心與力度，
果斷扭轉了軍隊少數人只圖升官發財的惡劣風氣，
起到撥亂反正作用。他警告，貪腐是軍隊戰鬥力的
第一殺手，貪腐不除，未戰先敗。

端正軍風 振奮軍心
羅援稱，徐才厚被查處，顯示了中央反腐倡廉不

是一句空話，確實落到了行動上，既端正了軍紀軍
風，也讓軍隊的廣大指戰員深感振奮，說明不管什
麼人，不管多高的職位，不管什麼背景，只要觸犯
了黨紀國法，中央都會嚴懲不貸。
今年正逢中日甲午戰爭120周年，羅援指出，嚴

重的政治腐敗、經濟腐敗加上吏治腐敗，正是導致
清王朝在中日甲午戰爭中失敗的最重要原因，以後
國民黨政府又重蹈覆轍，敗退台灣。前車之鑒，後
事之師。羅援說，現在中共能否擺脫這個怪圈，是
歷史對它執政能力的嚴峻考驗。貪腐是軍隊戰鬥力
的第一殺手，貪腐不除，未戰先敗。

赤膽猶在 朝霞將見
儘管目前徐才厚一案的具體案情尚不清晰，但羅

援分析，有受賄就有行賄，徐才厚案可能與之前廣
受關注的谷俊山案有密切關聯。

羅援說，徐才厚被查處，是軍隊中一些高級將領和基層官
兵對貪污腐敗堅決抵制和不懈鬥爭的結果，最後在中央支持
下繩之以法，顯示了中國軍隊的軍心、軍魂仍在，軍隊中的
健康力量仍是主流，解放軍的優良傳統仍然深入人心，貪贓
枉法分子絕不能代表中國軍隊的主流，其被查處是咎由自
取。
羅援稱，徐案雖不是軍隊主流，但影響極壞，為廣大軍隊

指戰員深惡痛絕，老百姓也有不少反應，確實給人民子弟兵
臉上抹黑，是軍隊的恥辱。羅援相信，中國軍隊仍然保持着
人民子弟兵的優良傳統，並會在習近平主席的
領導下進一步發揚光大。
他最後賦詩一首：「貪官污吏必被抓，刮骨

療毒衛中華。忠心赤膽今猶在，霧霾掃盡見朝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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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才厚擔任軍委副主席時主要分管政工工作，主要內容包
括：思想政治教育；黨組織建設；幹部隊伍建設；共產主義
青年團建設和青年工作；民主制度建設；紀律檢查和監察工
作；政法工作；保衛工作；軍事審判、軍事檢察和司法行政
工作；軍事宣傳工作；科學文化教育；文化體育工作；群眾
工作；聯絡工作軍人褒獎、福利和撫恤優待；經常性思想工
作；軍事訓練中政治工作；執行任務中政治工作；戰時政治
工作；預備役部隊和民兵政治工作；政治工作
研究。其中完善幹部選拔和任用機制、組織協
調反腐、預防職務犯罪都是政工的重要工作。

■記者馬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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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管軍隊政工
掌控幹部任免

徐才厚落馬時間表
1月20日中央軍委慰問駐京部

隊老幹部迎新春文藝
演出在京舉行，徐才
厚最後一次公開露
面。

3月15日中共中央決定對徐才
厚涉嫌違紀問題進行
組織調查。

6月30日徐才厚涉嫌受賄犯
罪，中央決定給予開
除黨籍處分，移送軍
事檢察機關處理。

濫用職權
或涉部下谷俊山案

外媒：「貪將」料成反腐目標

解放軍近年落馬貪將
總後勤部副部長谷俊山 中將
因涉嫌貪污、受賄、挪用公款、濫用職權犯罪案，
解放軍軍事檢察院於2014年3月31日向軍事法院
提起公訴
海軍副司令員王守業 中將
2006年因「道德敗壞」、「利用職權索賄、受
賄」、「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判處無期徒刑。
蘭州軍區副政委肖懷樞 中將
2003年「兩會」期間因經濟問題已被查辦，海外媒
體報道說肖被判處14年徒刑
總後勤部軍械部部長劉連昆 少將
因向台灣出售情報，2004年被解放軍軍事法院以叛
國罪判處死刑
北京軍區空軍副司令員廖伯年 少將
2000年因受賄、挪用公款被罷免
四川省軍區政委葉萬勇 少將
2014年6月被撤銷全國政協委員資格

■記者葛沖（綜合報道及網絡資料整理）

■2013年9月徐才厚（中）出席國慶招待會。 資料圖片

■谷俊山

徐才厚簡歷
中央軍事委員會前副主席，上將。
男，漢族，1943年6月生，遼寧瓦房店人，1971年4
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63年8月入伍，哈爾濱軍事工
程學院電子工程系畢業，大學學歷。
1963—1968年 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電子工程系學員
1968—1970年 陸軍第三十九軍農場勞動鍛煉
1970—1971年 吉林省軍區獨立師三團二營六連當

兵鍛煉
1971—1972年 瀋陽軍區守備第三師炮兵團一營二

連副指導員
1972—1984年 吉林省軍區政治部幹部處幹事、副

處長、處長兼離退休辦公室主任、
省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其間：
1980—1982年解放軍政治學院培
訓班學習）

1984—1985年 瀋陽軍區政治部群眾工作部部長
1985—1992年 陸軍第十六集團軍政治部主任、軍

政委
1992—1993年 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助理、主任助

理兼解放軍報社社長
1993—1996年 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兼解放軍報

社社長
1996—1999年 濟南軍區政委、軍區黨委書記
1999—2002年 中央軍委委員，國家軍委委員，解

放軍總政治部常務副主任兼中央軍
委紀委書記、總政治部黨委副書記

2002—2007年 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委員、
副主席，國家軍委委員、副主席，
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總政治部黨
委書記

2007—2013年 中央政治局委員（至2012年 11
月），中央軍委副主席（至2012
年11月），國家軍委副主席（至
2013年3月）

2014年6月30日 中共中央給予開除黨籍處分
資料來源：新華社

據中通社30日電 北京學者表示，徐才厚由此成為了
中共執政以來因貪腐落馬的最高級別軍事將領，中共軍
隊反腐由此進入高潮。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洪道德對中通社記者表示，由於其
軍人身份，徐才厚將受到解放軍軍事法庭的審判。而根
據《刑事訴訟法》，檢方調查時間最長為七個月，目前
尚不能判斷徐受審的準確時間。
而對於徐所涉罪名，新華社在消息中提及，徐利用職
務便利，為他人晉升職務提供幫助，直接和通過家人收
受賄賂；利用職務影響為他人謀利，其家人收受他人財
物。情節嚴重，影響惡劣。
洪道德表示，從以上信息來看，徐主要涉及受賄罪，
也可能涉嫌濫用職權。內地軍事法專家、中國政法大學
軍事法研究中心研究員叢文勝認同這一判斷。叢文勝同
時表示，在徐濫用職權的行為中，如果有危害到國家軍
事利益的，將可能以《刑法》「軍人違反職責罪」下的
具體罪名追責，「這要看軍事檢察院的調查結果而
定。」
叢文勝認為，無論是從徐才厚的官職地位還是官方報
道中的「情節嚴重」四字來看，徐才厚涉嫌受賄的金額
很可能非常巨大，料將受到司法嚴懲。

徐案不是軍事反腐的終點
叢文勝對中通社記者指出，徐案的公佈將對中共軍隊
建設帶來很大的影響。「如此高級別的軍隊將領犯罪，
可以說給軍隊帶來很大負作用。查辦徐才厚既體現軍隊
反腐的決心，同時也將提供震懾作用，給其他軍隊將領
敲響警鐘。」
叢文勝判斷，徐案並非軍隊反腐的終點。「徐才厚在
軍方工作數十年，有盤根錯節的利益關係。其涉嫌的犯
罪行為可能與很多人有關，相信軍隊反腐會持續深入下
去。」

將受軍事法庭審判
或涉多項罪名

前軍委
副主席

專
家

■■20122012年年33月月，，徐才厚出徐才厚出
席政協會議席政協會議。。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