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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深度记者 王海涛

江苏省南京市原市长季建
业受贿案4月7日公开宣判，判决
书披露季建业先后受贿1132万，
判处有期徒刑15年，没收个人财
产200万元。对这一判决，不少人
认为“太轻了”。笔者对这一案件
的宣判结果也曾存在着疑惑，但
与参与季建业案件的一位律师
交流后，对法律二字有了新的认
识。

毋庸讳言，笔者的疑惑与对
该案件的不少质疑恰恰折射了当
前官场的“妖魔化”现象，一些人
甚至个别媒体缺乏理性的判断，
情绪化地把官场臆想成“江湖”，
倾向以“快意恩仇”的方式去解决
存在的问题，这种江湖思维是与
当下的依法治国精神相悖的。

了解贪官的判决依据，首先
要了解中国刑法的第383条和当
前死刑的总体趋势。中国现行刑
法是1979年通过，1997年修订
的。季建业是因涉嫌受贿被提起
公诉，刑法中对受贿罪的规定是
依照贪污罪进行处罚。刑法第
386条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
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
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
索贿的从重处罚。”

刑法第383条的具体规定又
把贪污数额划分了“不满五千”、

“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五
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十万元
以上”等四个层次，季建业是按
照“十万元以上”这个层次进行
判决的。

刑法第383条中规定“个人

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
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按照这条规定，季建业面临的是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
刑”、“死刑”三个不同的判决结
果。

从2007年1月1日起，最高法
院正式收回了死刑复核权，开始
大力推行“少杀慎杀”、“宽严相
济”、“疑者不杀，杀者不疑”等刑
事政策。慎用死刑成为一个趋
势，涉及贪污受贿行为的宣判很
少有“死刑”的判决结果。当然这

与民间对贪腐行为恨之入骨存
在一定“错配”，民间对贪官的判
决总是存在着“宁可重判不可轻
判”的一个心理预期，甚至有“杀
之后快”的期待。

根据刑法第383条和“慎杀”
的大趋势，季建业将面临“十年
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两
个结果。至于具体是哪个结果，
这取决于庭审。笔者看到检察日
报的一篇报道，检察日报是最高
人民检察院的机关报，2015年4
月9日检察日报头版刊登《践踏
法律红线必折翼——— 检察官揭
季建业受贿案来龙去脉》文章，

全文5600字，详细披露该案件的
经过。

其中有这么一段讲到公诉
人如何应对季建业辩护人。“公
诉人王希昀告诉记者，季建业聘
请的辩护律师是业界研究贿赂
案件的知名法学专家。为此，公
诉组将其相关著作十几本书进
行了研究，针对其相关法学理
论、前沿的法律观点进行整理，
并做了一定的应对。”从中可以
看出，公诉人为了这个案件也是

“蛮拼的”，同时季建业的辩护人
在宣判后也称该宣判体现了依
法治国的精神。

从中可以看出，季建业案件
是一个依法审理、依法宣判的案
件，为什么还是有不少人质疑
呢？这其中除了缺乏对法律的了
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与当下

“妖魔化”官场是分不开的。法律
讲究事实，而想象无需任何逻
辑，官场就在很多小道消息甚至
谣言的编织下演变成“江湖”，而
官员也就成了众矢之的。每个人
都有想象的权利，但当你在想象
基础上做出的实际行动影响了
他人的正常权利，这就是不合适
甚至是违法的。

季建业被宣布调查后，不少
媒体推出了关于季建业的报道。
一位接近季建业的朋友告诉笔
者，这些报道中很多内容都是失
实的，比如，季建业的岳父确实
曾是江苏省省委常委，但称其岳
父举报杨卫泽导致杨落马这就
是无稽之谈。季建业的妻子虽然
有个高官父亲，但她本人是一个
很普通的公务员，而且很早就内
退了，曾经还摆过摊。

季建业是面镜子，折射的是
官场，不是江湖。官场是有规则
的，这个规则是党纪国法。每个
官员都要遵守官场规则，违纪违
法就要受到相应的惩处。把官员
落马想象成“江湖争斗”，官员犯
罪都要“以死处之”，乍听很解
气，很解恨，但这种以诱导人性
灰暗的所谓“民意”来违背甚至
对抗法律恰恰是对公平正义的
最大亵渎。

官场并不可怕，因为有法律
在，官员并不可憎，因为人性相
通。

从从季季建建业业宣宣判判看看被被““妖妖魔魔化化””的的官官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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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季建业受贿案在烟台中院宣判。 烟台中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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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
称，反腐工作存在“腐败存
量”和“腐败增量”的问题，
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内，被调
查人员的数量将不会少于
当前，甚至伴随着反腐的深
入会有新的突破。

在地市级任职

易出事

据统计，904名被调查
人员中有738名来源于公务
员系统，中央级别公务员系
统涉及27人，省级公务员系
统涉及265人，市级公务员
系统涉及376人，县级公务
员系统有70人。（中央级、省
级、市级、县级主要依据行
政执行层级进行划分，非官
员级别）

从中可以看出，在地市
级任职的公务员最易出事。
被调查的904人中，23人担
任过市委书记或副书记，68
人当过市长或副市长，占总
人数的10%，占市级公务员
系统的24%。这是因为很多
官员在地市级任职时，多为
当地“一把手”，拥有较大权
力，同时缺乏监督，欲望容
易膨胀并违纪违法。很多

“出事”的干部都是在地市
级任职期间犯下错误。

教育能源等行

业是腐败高发区

被调查的904人，除了
738名公务员，其余基本为
国企高管和教育界人士，分
别为122人和44人。

在教育行业，被调查的
44人中，41人为各高校党委
书记、校长或院长，2人为教
育公司高管，1人为中学校

长。
国企也是反腐重灾区。

2月11日，中央2015年第一
轮巡视工作动员会召开，确
定了首轮对26家中管国有
重要骨干企业进行巡视。正
是这次会议透露出一个明
确风向：中央今年决定完成
对中管国有重要骨干企业
和金融企业巡视全覆盖。

2013年9月至2015年3
月的19个月里，落马的国企
高管就达122人，平均每月
被调查6人左右。其中能源
行业被调查人数最多，为35
人，占比达29%。

能源行业中，电力领域
的腐败最严重，被调查人数
为9人，其中3人被“双开”或
开除党籍；煤炭领域涉及调
查人数8人，其中两人被开
除党籍；冶金领域涉及被调
查人员有8人；石油天然气
领域有7人；能源公司高管
有3人被查。

落马女性多是

县委书记县长

19个月来的数据显示，
在被调查的904人中，女性
有33人，约占4%。其中有29
人来自公务员系统，2人来
自能源行业，1人来自教育
系统，1人来自媒体行业。这
33人中已有11人被双开，占
女性被调查人员的三分之
一，4人被开除党籍。

在被调查的33名女性
中，山西是女性官员出事的

“重灾区”，从副省长到市
长，从县委书记到县长，均
有女性官员落马。其中，山
西省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
长白云成为十八大以来首
位被查的女性省部级官员。

在被问责或调查的女
性官员中，县委书记、县长
仕途是最容易出事的岗位，
有5名女性担任过类似岗
位，如山西省大同市左云县
原县委书记徐尚红，山西省
大同市广灵县原县长李立
平、江西省会昌县原县委书
记傅春荣等。

此外，在有“大老虎”出
现的省份，就有女性官员落
马，四川、山西、江西等省份
均是如此。

中纪委常在“8

小时”外发打虎消息

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
布查处人员消息的时间除
了常规的8小时工作时间以
外，最早为上午6点，最晚为
深夜11点，可以看出中纪委
相关人员处于随时在岗的
工作状态。

早晨上班前，中纪委监
察部网站经常发布消息，如
广东茂名市政协原主席冯
立梅被调查的消息是在早
晨6点发布，四川资阳原市
委副书记、市长邓全忠被调
查的消息是在早晨6点30分
发布，国家工商总局原副局
长、党组成员孙鸿志被调查
的消息是在早晨6点55分发
布，江苏省南京原市委副书
记、市长季建业被调查的消
息是在早晨7点55分发布。

夜间发布消息也是中
纪委监察部网站的一大特
点，最晚到了深夜11点，如
广东电网公司原党委书记
黄建军被调查的消息是在
23点17分发布，湖南省衡阳
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胡国
初被调查的消息是在22点
40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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