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治新征程·反腐在法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打虎拍蝇，反腐工作在法治思维的引领下，有条不紊地进行。尤其是周永康、徐才厚、苏荣等等国
级干部的落马，充分表明惩治腐败没有法外之人。

然而，“纪律反腐”与“法治反腐”之间存在一定空白，反腐力度的弹性变化、惩腐力量的相对分散、制度建设的部分分疏
漏，都会造成腐败反弹。也因此，十八届四中全会能否实现法治发腐的突破，依靠反腐法律的完善和司法程序的公开，，真正
实现反腐由治标走向治本，被各界寄予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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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委一线人员谈十八大以来工作变化，称腐败最终要靠制度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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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反腐成绩单

官员落马情况

中纪委网站公布官员被调查或处理情况

省部级及以上高官

55名

近700名

中央
中央部门机关共12人

分别为周永康、徐才
厚、衣俊卿、白恩培、杨
刚、苏荣、蒋洁敏、刘铁
男、李东生、刘志军、申
维辰、何家成

央企高管3人

宋林、王永春、李华林

各地
山西7名“老虎”落网，全国最多

江西和四川分别有3人

重庆、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海

南、云南、内蒙古各有2人

其余11省份均为1人
目前仅北京、上海、河北、浙江、
福建、甘肃、宁夏、西藏、新疆等
未出现省部级及以上高官落马

中央巡视情况

中央巡视约有280多个对象，预计5年内完成全覆盖任务

目前，共巡视4轮，包括47个对象

47个

280个

其中，包括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7家
中央单位、6家中央企业和2所部属高校，对地方的常规巡

视已经覆盖。

“反四风”成果

公款

送礼

查处在公务活动和节日期间送礼等1 . 3万多起、

4024人

公车

超标
全国已实际清理清退公车11 . 4万多辆

“吃空饷” 清理清退“吃空饷”人员16 . 2万多人

“收红包”

10万余人主动上交“红包”及购物卡、涉及

金额5 . 2亿元，查处2550人

本报记者 李钢

尽管十八大以来，党内反腐
制度在不断完善，但在不少专家
看来，“纪律反腐”和“法治反腐”
之间仍存在不少空白。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
近日表示，现行某些规范权力的
党内和行政规定，有的只是原则
性、价值性的倡导，缺乏实际操
作性；有的无责任主体，有的无
配套政策，有的无程序性规定；
有的只有禁止性规定和要求，缺

乏明确具体的责任追究条款。
以收“红包”为例，反“四风”

中10万余人主动上交“红包”及
购物卡、涉及金额5 . 2亿元，查处
2550人，涉及金额2 . 5亿元，不过
处理仍以退还等行政处罚为主。

在10月1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三十二次委员长会议
上，建议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刑法修正案

（九）草案的议案，其中有望加入
“收受礼金罪”。现行法律规定，
官员单纯收受礼金的行为不构

成受贿罪，因而在司法实践中，
一些官员经常以“礼尚往来”为
由为实际上的受贿行为辩护。虽
然中央早就规定在公务活动中
不得以任何名义和变相形式接
受礼金和有价证券，但因为只是
违纪的处罚，执行不力。

除了“纪律反腐”与“法治反
腐”之间的空白，现在依赖“党内
纪律反腐”也让不少专家担忧。

中国的反腐“路径”，一般是
对涉嫌贪腐的中共领导干部，先
经由党内程序进行查处，发现基

本犯罪事实后，经党内处理后再
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进行定罪量
刑。这种“路径”虽然确保了反腐
尤其是查处高级官员的有效与
安稳，但过度依赖也会有弊端。

西安政治学院军法教研室
副主任傅达林就指出，倘若一直
依赖党内纪律反腐，不仅民众可
能产生误读，将被党内查处的官
员等于罪犯，将纪委查明的事实
等于法律事实，将定罪与量刑的
司法程序视为“走过场”，而且还
可能造成司法反腐功能的萎缩，

让司法机关过于依赖党内程序，
限制了司法在常态化追诉腐败
犯罪上的能力。

因此，只有“纪律反腐”转为“法
治反腐”，依靠司法的程序正义，反
腐才能真正由治标走向治本。

查公款吃喝为了防止抵赖，不能直奔饭店，而是打个时间差，等回到单位报销后
再查；暗访“庸懒散”，为防止门卫通风报信，需专人在传达室看着，其他人员迅速进
办公楼查访……近来，各地反“四风”让官风为之一变，记者采访了几名基层的纪检
监察工作人员，了解他们近期工作的感受。

“我们最忙的那阵，连吃午
饭都是快速扒两口。”我省某地
纪委工作人员韩磊说，对于改
正干部作风，今年的力度前所
未有。“有一阵子，各方面线索
非常多，我们都要一一核实，有
的还比较敏感，需要顶着压力
工作。”

像公车私用，这个非常容
易认定，比如在节假日，公车应
该封存，却被用作接孩子、购物
等私人事务。“公车私用一查一
个准，但公款吃喝有时候就没

那么容易。”韩磊举例说，一次
接到举报，某酒店内有公款吃
喝行为，他们立即前往该酒店
拿到就餐发票作为证据，但涉
事干部却矢口否认自己是公款
吃喝，称是自己出钱朋友聚餐。

“这种案例有不少，有时候
也要斗智斗勇。”韩磊表示。此
后，有关此类公款吃喝案件，他
们不会立即去查处，而是打个
时间差，等他回到单位报销之
后，再进行查处。这样才不至于
有漏网之鱼。

韩磊认为，自己在纪委都
是查一些公车私用、送节礼等
小案子，但自感意义并不比查
大案子小。“老百姓正是通过公
款吃喝这些小事来判断干部的
素质。”

从一组数据可以看出山东
各级纪委监察机关的工作成
效。仅今年4月份以来，全省共
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
题2147起，处理2772人。平均一
个月要处理将近400人，由此可
见纪委人员的工作强度。

查公款吃喝要打“时间差”

谈到纪委内部的工作方
法，韩磊表示，接到举报然后前
往查处是比较常见的，但“暗
访”最近使用的也越来越多。

对于暗访，韩磊感到，优点
是能够掌握真实情况，办案比
较快，缺点是时间和人力耗费
比较大，有时候会扑空，经常没
有收获不免影响工作积极性。

去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
每逢重大节日，纪委都会发文
遏制“节日腐败”。为了令行禁
止，有时候就不得不主动出击。

“主动出击是一种工作态度，如
果一个地方长期没有通报违规
案件，不是说不存在问题，而是
有问题没发现，工作力度不

行。”韩磊说，所以有时候我们
的压力也会比较大，不能给上
级留下工作不积极、不主动的
印象。

韩磊说，一开始暗访在城
区比较多，宾馆饭店门口主要
查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去单位
办公楼主要暗访庸懒散。像这
种突击暗访，看到的都是真实
情况。其中，去政务大厅暗访庸
懒散相对比较容易，因为政务
大厅是开放式的，基本没有门
卫。进入之后，有发现工作人员
正在从事打游戏、看视频等，直
接进行拍照、录像取证即可。

去单位办公场所会稍麻烦
些，首先要过门卫这关，为了防

止门卫通风报信，有时需要专
人在传达室看着，其他人员迅
速进入办公楼，查看工作人员
工作状态。“遇到阻碍我们会立
即出示暗访证，我们的原则是
不与相关人员过多交流，就算
对方态度强烈也不多纠缠，所
有问题事后由单位协调解决。”

韩磊坦言，查处相关问题
后，利用各种渠道“打招呼”的
现象也存在，但都被严格执行。

“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是不留
情面，直接曝光职务、姓名，这
对干部的前途影响比较大，但
正因如此才取得效果。目前，违
反八项规定的案子越来越少
了，说明为官风气在好转。”

长期不通报案件说明工作力度不行

鲁中某县纪委工作人员刘
晓萌刚进入纪委工作时，他感
觉纪检监察工作就是平时学好
文件，适当时候开展一下警示
教育就可以了，但最近两年的
经验告诉他，事实并非如此。

比如开展工程建设领域专
项治理，如果去检查一个房地
产项目，政府相关部门是不是
有违纪违法行为，这个可能需
要专业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房
产项目从立项到竣工销售，要
经过发改、建设、国土、规划、环
保、房管等多个部门几十项审
批。”刘晓萌说，如果对这个流
程不清楚，监管起来就很无力。

“现在反腐的氛围很强，但

我们的工作有时候也得不到干
部的理解。”刘晓萌说，对于惩
治腐败，现在很明确，就是有腐
必惩、有贪必肃，以前有时发发
文件，开开会，做不出成绩别人
也看不出来，现在不一样，必须
办扎扎实实的案子。

有人把纪检监察机关比喻
为班上的纪律委员，谁在课堂
上不听话就记下谁，然后再去
报告老师，可能是学生眼中“最
恨”的那个人。刘晓萌说，有的
干部对我们的工作并不理解，
被说成“找事”，故意挑毛病。有
境界不高的干部，觉得违纪根
本算不上什么大事，一旦被处
理了，不认为是纪检监察部门

挽救了他，还说是故意整人。
刘晓萌说，最近干部作风

提升非常明显，风气虽然看不
见摸不着，但是作用不可小视，
有的干部被查了就说“就是这
种风气，不能全怪我”，这就是
风气问题。

“腐败也是有土壤的，没了
这种环境，腐败问题就无处扎
根。”刘晓萌认为，“中央最近也
提出要从‘不敢腐’到‘不能
腐’，下一步可能就会在监督制
度上再下力，把工作做到前面，
就是因为监督约束的制度不
够，有很优秀的干部栽了跟
头。”（应受访人员要求，韩
磊、刘晓萌均为化名）

挽救干部反被说成“故意整人”

本报记者 高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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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来源于公开报道。 本报记者 李钢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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