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监察体制改革堪称反腐“创新曲目”

破破同同体体监监督督，，今今年年是是关关键键
本报记者 万兵 宋立山

2016年成绩单———
反腐已成压倒性态势

2016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政
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2017年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反腐败
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成为该
会议上对当前反腐斗争形势作出的
最新判断。而在年初召开的十八届
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中央对这一
态势的判断还是“正在形成”。

“在今年年初时，还有人认为反
腐斗争不会有大的动作了，但从
2016年的情况看反腐势头有增无
减、越来越猛。”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许耀桐表示，反腐斗争不仅没有偃
旗息鼓，而且不断深入开展。

他认为，对大老虎的密集审
判、对贪腐官员的审查已经常态
化，不光是省部级以上的官员，对
于一些厅官，中央惩治起来也毫不
手软。“从这种常态化上看，反腐斗
争的确已经形成了压倒性态势。”许
耀桐表示。

除了“战果”显著，反腐方面制
度建设也不断完善。2015年，中央印
发《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2016年又
有《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关于新
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等出台。“都和反腐息息相关，无一
例外继续扛起反腐大旗。”许耀桐分
析，规章制度的完善也体现出高压
态势的形成。

“大老虎”首被终身监禁

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全国法
院一审开庭审理的省部级及以上落
马官员共有43人,其中宣判36人。而
在2015年和2014年，进入审判程序
的“大老虎”分别为18人和6人。对

“大老虎”的密集审判，成为2016年
反腐的一大亮点。

记者梳理发现，在这一年中，共
有三次密集宣判期，分别是10月、11
月和12月。其中11月有10个大老虎
领刑。这种态势进入12月后依然势
头不减。包括浙江省政协原副主席
斯鑫良,江苏省委原常委、南京市委
原书记杨卫泽,云南省委原常委、副
书记仇和,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令
政策等在内的12个大老虎都在该月
受审领刑。其中13日到16日每天都
有一个大老虎领刑。

2016年12月20日，江苏省徐州
市中级法院公开宣判山西省委原常
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杜善
学受贿、行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案，并对被告人杜善学以受贿罪判
处无期徒刑。

至此，2016年已经有7个大老虎
被判无期徒刑，也创下十八大以来
之最。除了杜善学，其他6人分别是
令计划、郭伯雄、万庆良、申维辰、谭
力、金道铭。但在2015年和2014年，
被判无期徒刑的大老虎分别只有2
人和1人。

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落判
的大老虎还首次出现了终身监
禁。在2016年10月9日，河南省安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全国
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原副
主任委员白恩培死刑，缓期二年
执行，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白恩培成为中国首个被判处终身
监禁的“大老虎”。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
主任庄德水预测，由于目前仍有数十
名落马省部级以上官员尚未进入审
判程序，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
因此明年仍将是大老虎相对集中
审理的一年。2016年12月29日，赶
在元旦之前几天，济南中院开庭审
理了苏荣受贿、滥用职权、巨额财
产来源不明一案。在庄德水看来，
腐败案件尽快进入司法程序，公开公
正审判，有利于用司法正义保证反腐
公信力。

2017年新看点———
“一府一委两院”新模式

如果说贪官受审是十八大以来
反腐工作的常规动作，那么监察体
制改革堪称“创新曲目”。2016年12
月25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
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
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庄德水
认为，这吹响了反腐体制机制改革
的号角，监察委在上述三个省市试
点设立将是2017年反腐败工作的最
大亮点之一。

庄德水介绍，试点地区监察委
将整合监察厅（局）、预防腐败局及
人民检察院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
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的相关
职能，监察委员会由本级人民代表
大会产生，监察委员会主任由本级
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以前，监察厅（局）只是一个政
府部门，这种同体监督模式存在先
天不足，而试点地区监察委独立性
空前加强，由人大选举产生，就打破
了同体监督。”庄德水分析称，在试
点地区将由传统的“一府两院”过渡
为“一府一委两院”，开创异体监督
的新模式。

庄德水预测，在十九大召开之
前，试点地区将形成阶段性总结和效
果评估，是否会在全国推开，以何种
形式推开，有无明确时间表，取决于
试点效果。“这需要一个过程，不光是
体制架构的再造，还涉及法律甚至是
宪法的修改。”庄德水介绍，目前只是
在省一级试点，并在试点地区暂停适
用行政监察法、检察院组织法等部分
法律或相关法条。如果要在中央层面
成立监察委，修法将是必经程序，依
法监察也是依法治国的个中要义。

选举腐败将成查处重点

除了监察委，庄德水认为，2017
年反腐在其他若干方面同样值得期
待。相比2016年的“坚决减存量、遏
增量”，2017年要“减少腐败存量、重
点遏制增量”。这一信息点，在2016
年11月1日王岐山主持的中纪委常
委会会议，即提到了。

自从十八大以来，巡视一直是一
个反腐热词，连续几年非但没有丝毫
降温。在庄德水看来，2016年，中央巡
视组的最大亮点是在安徽、湖南、辽
宁、山东等多地杀出回马枪，巡视不
是一巡了之，巡视“回头看”可以有效
检验以前的巡视是不是真有成果，看
以前的巡视问题有没有整改到位。

“目前，仍有部分中管单位没有被巡
视到，2017年十九大之前，巡视必将
实现全覆盖。”庄德水预测。

2016年年9月份，全国人大常委
会召开了12年来的第一次临时会议，
通报了震惊舆论的辽宁贿选案，这是

“新中国成立以来查处的第一起发生
在省级层面、严重违反党纪国法、严
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重违
反组织纪律和换届纪律、严重破坏人
大选举制度的重大案件”。“下一步，
选举腐败将是查处重点。”庄德水分
析称，选举腐败已然引起高层重视，
2017年不论是党代表选举，还是人大
代表选举，贿选等腐败问题查处力度
都会更严。

庄德水还预测称，2017年执纪
审查程序将进一步规范，以前为了
高压从严反腐，我们更注重实体和
效率，在反腐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并形成强大震慑力之后，程序规范
化、制度化也不能掉队，“我们要持
续高压反腐，但是反腐力量也不能
成为脱缰野马，查处腐败也要严格
遵循程序。”在政治局部署2017年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也提到
了，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把自我监
督和接受党内监督、民主监督、群众
监督、舆论监督结合起来，做到打铁
还需自身硬，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
当的队伍。

“贪而弃义，必为
祸阶”。自十八大以
来，反腐败斗争保持
持续高压态势，反腐
利器不断推陈出新，
仅2016年受审的省部
级以上高官就达 4 3
人。

“弱水三江，取一
瓢足饮，多则无益；米
粟万种，仅三餐果腹，
无欲为高”。让每一名
官员将清廉二字内化
于心，做到不敢腐、不
能腐、不想腐，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有赖于
更加科学、长效的反
腐败体制机制，2017
年将在三省市试点的
监察体制改革无疑令
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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