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不留留贪贪腐腐后后路路，，多多省省撤撤廉廉政政账账户户
各地标准不一，与法治精神不符

廉政账户收入颇丰
山西14个月收1 . 7亿

廉政账户是上世纪90年代
末反腐高压态势下产生的一项
特殊制度。2000年，浙江宁波在
原市委书记许运鸿等多名官员
落马后，设立“581”(谐音“我不
要”)廉政账户，可直接接受各
种外币、储蓄卡、信用证和有价
证券。结果仅2001年前5个月该
账户收入就达422万元。之后廉
政账户作为创新举措被推广至
全国各地，多个省市纪检、监察
机关先后开设诸如“981”(谐音

“就不要”)、“510”(谐音“我要
廉”)、“5981”(谐音“我就不要”)
等廉政账户。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 31 个
省份中有 13 个省级纪委设立
过廉政账户。最近的例子是山
西，2015 年 2 月，山西在省财
政厅设立“礼金红包上交专户”
和“贵重物品上交专库”，代号

“ 3 5 5 8 1 ”(谐音“送我我不
要”)。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王儒
林透露，截至今年4月，已有超
过2万人次主动退交钱款，总额
超过1 . 7亿元。

贪官频作秀
成掩饰犯罪挡箭牌

虽然廉政账户各地开花，
但中纪委至今尚未制定针对廉
政账户制度的相关文件。换句
话说，它是各地自创的反腐措
施。一般情况下，党员干部缴款
后持回执的，可视作主动拒礼
拒贿，不再被追究相关责任。账
户存款由纪委定期上交国库。

如此看来，廉政账户的设
立对促进干部廉洁自律是有积
极作用的，为何多省纪委还要
撤销呢？记者从内蒙古、四川等
当地官员的表态中，了解到廉
政账户存两大弊端，一是有干
部收受贿赂后，听到“风声”感
觉“苗头”不对时，抢在相关部
门调查之前把“吞”下去的钱

“吐”出来，往廉政账户里一塞
了事；其次，腐败分子收受多笔
款项，只上交部分款项，一旦哪
方面问题暴露，就拿部分上交
款项的事实及凭证做“挡箭
牌”，企图蒙混过关。

比如，2015 年 4 月受审的
贵州省黔东南州原副州长、凯
里市原市长洪金洲，16 年来受

贿 380 余次，因惧怕事情败露，
一直陆续主动以“廉政金”名义
上交部分贿金，为受贿“打掩
护”。被调查时，洪金洲家中藏
有赃款 2000 多万，而已交纳的

“廉政金”则多达 5500 余万。洪
金洲供述，这样做是由于惧怕
和打消别人对自己的怀疑。

设账户就得规定细

还需其他制度配套

这些年来，撤销廉政账户
的省份不只上文提到的内蒙
古、四川、贵州三省份。一些地
方早就摁下了“撤销键”：2002
年福建撤销廉政账户，3年后，
因当初看宁波搞得好，便借鉴
的黑龙江也让廉政账户走入了
历史。5年时间里黑龙江省、市
(地)廉政账户共收到存款上千
万元。更曲折的是甘肃，廉政账
户经历了“两设两撤”。

尽管如此，“廉政账户”并
未彻底消失，在部分地方仍然
被作为一种反腐败的手段，相
关的质疑声也一直存在，原因
还有一点———“法无授权”。“有
些省、市的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后将贿赂款存入廉政账户可以

不追究刑事责任，而有些省、市
却没有这项‘福利’，这种适用
法律不统一的现象与法治国家
相矛盾。”有法学教授认为，廉
政账户在法律方面的依据还不
充分，任何政策的实施都不应
该逾越法律的界限，收受贿赂
多长时间能够主动退掉，只是
反映态度好坏，不能说明犯罪
事实不存在。

对此有专家指出，“廉政账
户”制度既需细化还需配套制
度。一是要更具操作性和有效
性，如规定什么时间内上交、是
否说明违规所得来源、来源性
质是否被动受贿、受贿后是否
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是否
将违规所得全部上缴等。只有
将这些问题一一明晰，才能不
让“廉政账户”成为贪官的“避
风港”。

二是要建立配套的反腐制
度。反腐倡廉是一项系统工程，
单纯一种制度都难以从根本上
杜绝腐败。制度约束、透明公
开、群众监督、司法独立、媒体
曝光等，一个都不能少。只有这
些制度相互匹配，才能发挥最
大的反腐效用。

据检察日报、北京青年报

最最高高人人民民检检察察院院依依法法决决定定对对杨杨鲁鲁豫豫立立案案侦侦查查
据新华社北京８月４日电 最高检４日消息，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定，依法对山东省济南市委原副书记、市长杨鲁豫以涉嫌受贿罪立案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继四川7月15日全省
纪检监察机关统一撤销廉
政账户之后，贵州省纪委
监察厅从8月2日起，也撤
销了廉政账户，并规定各
级今后一律不再设廉政账
户。至于原因，四川省纪委
相关负责人曾说：是要堵
住少数心存侥幸的干部规
避纪律追究和法律制裁的
漏洞。

旨在“挽救濒临犯罪
边缘的党员干部”的廉政
账户，为何会成为“干部规
避纪律追究和法律制裁的
漏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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