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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刘铁男案或成网络反腐转折点
专家：网络举报本不应成常态
本报记者 高扩 马云云

网络实名举报，“刘铁男案”非首例

2012年12月，《财经》杂志副
主编罗昌平发出了一份实名举
报，对象是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
任、国家能源局局长的刘铁男。敢
用实名，这与网络论坛上其他针
对官员的匿名举报有很大不同。

“实名举报，意味着自感证据
确凿，敢于负责。”北京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
王文章分析。

网络实名举报，这并非首例。
2011年，张家界市城管副局长实
名举报市长夫妇染指多项工程、
湖北公安县国土局一名干部实名
举报县长等，都曾引起轩然大波。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
长、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教授
此前表示，举报人实名举报，将内

容公之于众，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这其实也是一种自我保护，举报
人希望借助舆论的力量避免被报
复。

此次举报与以往最大的不同
在于，举报对象是副部级官员，而
且最终得到官方回应。“刘铁男被
调查”也被视为网络反腐“从局级
到部级”的转折点。

“刘铁男被调查显示本届政
府的反腐决心，并且敢于利用并
接纳网络作为反腐的新途径。”王
文章说，“实名举报，调查起来效
率更高，网络也不会成为诬陷人
的场所。”

他认为，网络实名举报，有关
部门必须作出回应，否则无法向
舆论交代。

网络反腐已纳入中央视野

今年4月，新华网、人民网、
光明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
新浪、搜狐、网易等主流商业网
站同步推出了网络举报监督专
区，链接纪检监察机关12388举
报网站等执纪执法和干部监督
部门的举报网站。网友可以通
过这个专区，了解各举报网站
受理举报的范围，通过正规渠
道反映问题。

“这表明，网络反腐已经纳
入中央反腐工作的视野。”王文
章说。不久，中央纪委信访室首
次“亮相”网络访谈，相关负责
人系统解读纪委信访工作流
程，引发关注。相关负责人透
露，2008年到2012年，中央纪
委监察部举报网站共收到网络

件30 . 1万件次，约占中央纪委
监察部同期信访举报总量的
1 2%，网络举报已经成为继来
信、来访、电话之后又一重要举
报渠道。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选择这
样正规的网络举报渠道反映问
题。一些人在正规渠道“碰壁”
后，选择在网上曝光官员违纪行
为，他们大部分选择匿名，少数
人像罗昌平一样，选择了实名。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宪
法行政法研究室主任、教授周
汉华说，纪检监察机关鼓励实
名举报，但实名举报是对办案
机关实名，不对社会实名。而网
络实名曝光又往前走了一步，
向社会公开。

“针对官员的网络曝光，本
不应成为常态，但在当前中国，
却有重大意义。”王文章说。

中央纪委信访室副主任
张少龙在接受访谈时说，“通
过网络曝光违纪行为，不属于
法定的举报行为，纪检监察机
关也难以防止曝光者遭受打
击报复。”

“网络曝光行为的大量出
现，说明法定的举报渠道不易
解决问题，网络曝光能引起舆
论关注，见效快。”王文章认为，

“网络反腐的繁盛恰恰说明制
度反腐要进一步落到实处。”

他建议，对于网络实名举
报，应该立法加以规范：应建
立对举报人的保护制度；对实
名举报的回应，政府也应有法
可依。“刘铁男事件，5个月以
来断断续续有各种传言，就是
政府回应不积极所导致的。”

“对反腐败包括网络反腐
的规范，应从信息透明、举报
人保护、财产公示、扩大监督
力度等方面做好配套。”民间
舆论监督人李新德认为，反腐
应有制度化规范，网络反腐也
应该纳入制度化的轨道。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
建明也认为，网络反腐只是制
度反腐的补充，如不能推动官
员财产公开，信任危机将会扩
大；我们更需要的是加强制度
反腐，尤其着重防腐体系建设。

“我不看好网络反腐，但当
下我们又需要它。”王文章说。

网络反腐繁盛

倒逼制度反腐

罗昌平在微博上实名举报刘铁男涉嫌伪造学历、
与商人结成官商同盟等问题。在被举报当天，刘
铁男正访俄，能源局回应称“上述消息纯属污蔑
造谣”，要报警。

刘铁男被举报后安然无恙，曾有四次公开活动。

罗昌平发布微博称，中央有关部门已就其实名
举报刘铁男一事立案调查，是立案调查而不止
于受理。与此同时，刘铁男不再露面。

罗昌平发布微博称，刘铁男已卸任国家能源
局局长。随后，罗昌平发微博感慨：实名举报
刘铁男以来，至今尚未收到正式结论，但喜见
刘卸任实权岗位，悬空挂职。

刘铁男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中纪委调
查。至此，距刘铁男去年12月初被举报，已
过去5个月。

2012年12月6日

2012年12月17日-2013年1月29日

2013年1月30日

2013年3月18日

2013年5月12日

12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
男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的消息引发
广泛关注。这次刘铁男被调查源于5
个月前媒体人罗昌平的实名举报。人
们对罗昌平的举报方式产生了兴趣。
用实名的方式，通过网络曝光，最终
得到了官方回应。这到底是不是网络
反腐的又一胜利？网络反腐是否应成
为常态？

对网络实名举报可能存在的
问题，周汉华也有担忧。“网络举报
是一把‘双刃剑’。”周汉华说，网络
实名举报的界限范围是什么？应该
提倡、鼓励还是限制、规范、禁止？
都是要思考的问题。

网络上的信息，首先可能会在
未经司法程序的情况下，在舆论上
已经形成一边倒的声音，不利于维
护被举报人的权利。与此同时，举
报人也要面临巨大的外部压力。这
一点，罗昌平已有深切体会。

13日，在刘铁男被查的消息发
布后，罗昌平并没有因此轻松。在
拒绝了几乎所有媒体的采访后，他
在微博上留下了一段颇显无力的
话：“举报内容我历时一年核实，交
叉佐证，举报后绝非单线条发展，
其中最艰难最绝望的三四月无一
媒体愿听我讲讲来龙去脉。现在大
势既定，我无精力重复讲述。恳请
媒体同行笔下留情，因为所有后果
必须我自己承担，这非一个个体所
能应付。”

网络实名举报，双方压力都不小

5月12日，在得知刘铁男
涉嫌严重违纪接受调查的消
息后，罗昌平的实名微博称，
将准备连载实名举报刘铁男
的来龙去脉。

记者12日晚注意到，国家
发改委的官方网站上，刘铁男
的名字尚未从领导班子一栏
抹去。 据《北京晨报》

举报人将连载

举报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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