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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捞就捞、不行就跑”，“落地海外
就告平安”。 这是一些贪官自诩精明的
“为官之道”和曾经抱有的“春秋大梦”。

如今，这些恐怕要成为过去时了。

从
ＡＰＥＣ

北京会议通过《北京反腐
败宣言》、欢迎制定《

ＡＰＥＣ

预防贿赂和
反贿赂法律执行准则》， 到中美领导人
同意共同打击各类跨国腐败犯罪活动，

再到
Ｇ２０

第九次领导人峰会有关将开展
反腐、追逃合作的话题……中国大力推
动和参与的反腐败国际合作、境外反腐
追逃的坚定决心和有力举措，正在全球
更广范围内张开巨网，势将令外逃和拟
外逃的贪官无地立锥、梦断黄粱。

编织全球天网：见实效
１１

月
１１

日，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
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闭幕。从《北京反
腐败宣言》的发布，到

ＡＰＥＣ

反腐败执法
合作网络的正式运行，再到美国、加拿
大和新加坡等在双边层面同意与中方
开展追逃追赃合作， 北京

ＡＰＥＣ

会议取
得的一系列反腐败共识与成果，令世界
瞩目，更形成了对贪腐分子的震慑。

专家表示，中国积极推动取得的这些
成果，无疑再次释放出斩断腐败分子“退
路”、决不让贪官逍遥法外的强烈信号。

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北京反腐败宣言》是第一个由中
国主导起草的国际性反腐败宣言，集中
反映了各经济体就

ＡＰＥＣ

反腐败合作重
点及发展方向达成的共识，充分体现了中国在加强反腐败追逃
追赃合作方面的关切和立场，对于引领亚太地区反腐败合作朝
追逃追赃等务实合作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旨在为追逃追赃工作搭建平台，

ＡＰＥＣ

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由
ＡＰＥＣ

各经济体反腐败和执法机构人员组成，隶属于
ＡＰＥＣ

反腐败工
作组，旨在促进亚太地区反腐败和执法机构间的沟通、联络和能力
建设，推动打击腐败、贿赂、洗钱和非法贸易等方面的务实合作。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这样一
个合作网络， 有助于我们和不同国家之间实现信息上的共享，

一旦发现有贪官外逃信息和资产转移行为，可以对其进行人身
上的限制，同时，对外逃的贪官产生强大的司法威慑力。”

１１

月
１３

日，在外交部就习近平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九
次峰会，对澳大利亚、新西兰、斐济进行国事访问，并同太平洋
建交岛国领导人会晤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时，反腐败国际合作
又一次成为引人关注的话题。

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张军表示，

Ｇ２０

成员下一步要进一
步加强反腐败合作，积极开展司法互助、追逃追赃、资产返还、

拒绝腐败官员入境等合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环境。

境外反腐追逃：动真格
今年

８

月
２９

日，我国修订刑事诉讼法后“海外追赃第一案”

在江西上饶开庭审理。潜逃新加坡并获永久居住权的江西省鄱
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原股长李华波在缺席的情况下受审，并
被没收违法所得。

此前，李华波已被新加坡法院以涉嫌洗黑钱、有辱金融机
构声誉等罪名判处坐牢

１５

个月。

“法槌”正提醒那些在逃和准备外逃的贪官：海外不是“法外”。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高度
重视，要求各有关部门要加大交涉力度，不能让外国成为一些
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腐败分子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
他们追回来绳之以法。

今年年初，中央纪委加强相关机构改革力度，将外事局与
预防腐败室整合为国际合作局， 并在

５

月会同有关部门召开中
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座谈会。

最高检于
３

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追逃追赃工作的通
知》，决定于

９

月开展为期半年的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
动，集中追捕潜逃境外的职务犯罪嫌疑人。

７

月，公安部召开会议，部署“猎狐
２０１４

”行动。

１０

月，最高
检、最高法、公安部、外交部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敦促在逃境
外经济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

至
１０

月
３０

日，公安机关已从
４０

余个国家和地区缉捕在逃经
济犯罪嫌疑人

１８０

名，超过去年全年总数。

“今年以来，在中央纪委的协调指挥下，所有涉及部门通力
协作，规模和力度前所未有，既回应了百姓的诉求，也对贪官带
来巨大震慑。”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

围堵贪官硕鼠：组合拳
某银行重庆九龙坡支行原行长余国蓉、中国海运（集团）韩

国釜山公司原财务经理李克江……近年来，随着我国国际执法
能力的增强，追逃追赃的成功案例越来越多。

近年来，我国加入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联合国打击跨国
有组织犯罪公约》，与

３８

个国家签署了引渡条约，与
５１

个国家签订了
刑事司法协助类条约，与

９３

个国家签署了检务合作协议或谅解备忘
录，与

１８９

个国家建立了警务合作关系，向
２７

个国家的
３０

个驻外使领
馆派驻了

４９

名警务联络官，并与美国、加拿大等建立了司法与执法
合作机制，已经初步构建起追逃追赃的国际合作网络。

下一步，我国还将从建立动态的外逃人员数据库、抓好重
点个案、加强国际合作、健全法律法规等方面入手，进一步加强
追逃追赃工作。

在加强追逃的同时，我国还更加注重堵住贪官硕鼠可钻之
“空”、扎紧“制度篱笆”，建立防腐、追腐的立体式天网。

今年以来，中组部等有关部门接连出台文件，对领导干部
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并对裸官问题作出明
确规定，禁止列为考察对象，要求开展清理。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张紧跟表示，裸官
易腐、贪官易裸，有关部门治理裸官的“组合拳”是惩防并举的
釜底抽薪一招。

此外，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施行的《刑事诉讼法》中专门增设违法所
得特别没收程序，境外在逃嫌疑人在国内外的赃款赃物都可向
法院提起没收、查封、冻结或扣押，并通过国际刑事司法协助，

请求相关国家承认和执行我国裁决。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黄京平表示，以往没抓到外逃贪
官，其违法所得难以及时追缴，而现在即便其将赃款赃物转移
到国外，也将难以躲避。 （新华社北京

１１

月
１５

日电）

扎紧依规治党的“制度之笼”

———聚焦首次中央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工作

一整套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为
８６００

多万中国共
产党党员确立了行为规范， 其完善与否关系着从严
治党、依规治党的大局。

刚刚结束的首次中央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集
中清理工作，在摸清党内法规制度“家底”的同时，一
揽子解决了党内法规制度中长期存在的不适应、不
协调、不衔接、不一致问题，为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
体系奠定了基础，扎紧了依规治党的“制度之笼”。

清理党规势在必行
中国共产党执政

６０

多年，一共出台了多少“红头
文件”和规章制度？一直没有一个底数。与此同时，由
于从未开展过集中清理工作， 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当
中也存在着不适应、不协调、不衔接、不一致的问题。

“就数量来讲，我们的党内法规并不少，但现实
中的落实情况却不理想。 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有些法
规不科学，有些制度不切合现实。”中央党校党建部
教授戴焰军说。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员
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被认为是新时期加强
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的一部重要党内法规。

然而，有心人却发现，准则规定，禁止党员领导
干部私自从事营利性活动， 不准个人或借他人名义
经商办企业。 而此前

１９８４

年出台的关于严禁党政机
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文件却规定， 党政机关
在职干部在不保留原来职务的前提下可以保留公职
经商办企业。文件规定与准则规定明显不一致。

类似这样的问题， 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中一度
普遍存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中央出台了关于三反运动、

肃反运动、整风运动，以及干部轮训、干部审查、干部
下放劳动等的规定，时过境迁，事实上早已不再执行；

１９８５

年至
２０１１

年间， 中央曾先后出台多个关于防

止机构编制膨胀的文件，新旧文件并存造成执行困扰；

……

“这些问题的存在，有损于党内法规制度的严肃
性和权威性， 有碍于党内法规制度的贯彻执行。”中
央党校党建部教授叶笃初说。

同时，着眼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形成完善的
党内法规体系， 也急需通过清理工作系统总结我们党
历史上法规制度建设的经验得失， 探索党的制度建设
的内在规律，为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提供科学指导。

“党执政
６５

年来，形势不断变化，党内法规体系
的问题已明显暴露出来， 全党对健全和完善党内法
规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 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
体部署也对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对
党规进行集中清理势在必行。”戴焰军说。

既是“体检”更是“健身”

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起， 中共中央部署开展了我们党历史
上首次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工作，历时两年
终于摸清了“家底”：自新中国成立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中央出
台的文件总计超过

２．３

万件，其中，规范党组织工作、活动
和党员行为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共

１１７８

件。

对于清理出来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中央统
一采取了废止、宣布失效、继续有效等三种处理方式：

———凡文件主要内容同党章和党的理论路线方
针政策相抵触，或同宪法和法律不一致的，文件已明
显不适应现实需要的， 文件已被新的规定涵盖或替
代的，一律废止。

例如，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中央文件关于刑
事案件处理程序的规定， 与目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相抵触。这类文件都在此次被废止之列。

———凡调整对象已消失、 文件事实上已不再执
行的，文件适用期已过的，有关事项或任务已完成、

文件不需要继续执行的，一律宣布失效。

例如， 上世纪
５０

年代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党
内监察委员会的规定， 由于目前党内不再设立监察

委员会，这些文件事实上已失效。

———凡文件内容不存在问题的，或者虽存在一些
问题但不影响继续执行的，或者目前尚无其他文件可
以替代、废止时机条件还不成熟的，继续有效。文件内
容存在一些问题，需作修改，但修改前也继续有效。

例如，

１９５９

年《中央关于统一管理党、政档案工
作的通知》、

１９６５

年《中央关于党内同志之间的称呼问题
的通知》等，虽有一定历史痕迹，但主要内容和精神
仍然适用，对当前工作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这次
清理过程中被保留了下来。

这次清理，不仅摸清了党内法规制度的“家底”，

还给整个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进行了一次全面“体检”

和“健身”，使其变得“身轻体健”———

１１７８

件党内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中

３２２

件被废止、

３６９

件被宣布失效，

二者合计占到
５８．７％

。

“清理工作一揽子解决了党内法规制度中存在的
不适应、不协调、不衔接、不一致问题，为下一步形成完
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奠定了良好基础。”叶笃初说。

记者从中央办公厅法规局了解到，清理后继续有效
的中央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将汇编成册，以便各地
区各部门遵守执行；废止和宣布失效的中央党内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将按有关规定做好存档、查档利用等工作，

发挥好这些文件的历史资料价值和资政育人作用。

与此同时， 各地区各部门也正按照中央要求开
展本地区本部门制定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清理
工作，预计今年底明年初全部完成。

“良法之治”重在执行
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一个不断向前推进的过

程。 集中清理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虽然迈出了依
规治党的重要一步，但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目前， 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仍然存在着缺失、“碎
片化”、“老化”等问题，有的规定不够科学，有的规定
脱离实际、没有可行性，有的规定过于原则、可操作
性不强， 有的规定有要求没有问责、 刚性约束力不

够，造成这些规定在实践中流于形式。

比如，中央
２００３

年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
条例（试行）》，有些规定比较原则，操作性不强，约束
力不够，在这次清理过程中虽然保留下来，但亟待修
改。目前继续有效的

４８７

件中央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中，像这样的有

４２

件。

去年出台的《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
要（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

年）》明确提出，到建党
１００

周年时全
面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
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刚刚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形
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

“要确保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目标如期实现，还有
很多工作要做。”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肖立辉指出，这
次集中清理明确了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基本框架和主要
构成，下一步，要研究制定一批基础主干性党内法规，整合
形成一批综合性党内法规，抓紧制定一批实践亟需的党
内法规，及时修订一批不适应现实需要的党内法规。

古人云，令在必信，法在必行；有法不行，与无法
同。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既要实现有规可依，更要保
证有规必依、执规必严、违规必究。

当前，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党内法规的执行上存在
着重制定、轻执行问题，有的先紧后松，有的上紧下
松，有的外紧内松，有的违反后未得到及时惩处，使党
内法规成了“纸老虎”“稻草人”，形成了“破窗效应”。

专家建议，今后，要把强化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
摆到更加突出位置，重点抓好领导干部的带头执行，

充分发挥党员监督和社会监督的作用， 切实加大督
查惩处力度，始终保持对违纪违规行为的高压态势，

确保各项制度规定真正成为刚性约束。

“要加大党内法规的公开和宣传力度，让广大党
员最大限度了解党内法规的内容，使每个党员知规、

懂规、敬规、守规。”肖立辉说。

（新华社北京
１１

月
１７

日电）

证书也“吃空饷”，挂靠一年收入三五万

———职业资格“人证分离”利益链揭秘

花费数万元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但出租证
书一年即可收回成本； 通过网络为持证人与企业牵
线并从中分一杯羹；企业为获资质拿工程，每年支付
百万元挂证费用……

记者调查发现，职业证书“挂靠”背后有着一条
完整的利益链条，这是“考证热”的一个原因。

持证人：不用上班只挂证，一年收入数万元
一本证书的含金量有多高？在一家“

ＸＸ

挂靠网”

上，记者看到了一级建造师的挂靠价格：建筑工程
３

万
－３．５

万元，市政公用
４．０

万
－４．５

万元，矿业工程
５

万
－

５．５

万元，民航机场
５

万元……

装修公司职员小雪的二级建造师证挂靠在朋友
公司。“他是为了审证。”她透露，一般有资质的建筑
公司、装饰公司、监理公司，都相应需要一些人员具
有国家级职业资格证书。

有造价员职业资格证的周林不久前参加了注册造

价师考试。如果拿到证书，挂靠在企业一年就能收入
３

万至
３．６

万元，“所谓挂靠， 就是把证书和章都放在对方
公司，双方签劳动合同，实际上不用去企业上班。”

正是这样的利益诱惑，许多人热衷于追求“一纸
证书”，一些人甚至铤而走险，花钱作弊来拿到证书。

|

参与云南职业考试作弊案的一位办案警官介
绍，一些参与作弊考生有的已经交纳费用，有的则承
诺考试通过后， 再支付每科

３０００

元至
５０００

元甚至更
高的费用。“据我们了解的情况， 如果按这个价格通
过一级建造师考试的全部科目， 每名考生需要支付
两三万元。”

而按市场价格，一旦通过考试拿到资格证，通过
挂靠到企业，一年就可收回成本。

中介：“你求我有”，网络“牵线”证件挂靠分
一杯羹

“资质代办”、“建造师证挂靠” ……只要在网络
上输入这些关键词，就会跳出无数网站。为满足这些
证件的市场需求，甚至有专门的中介公司。律师证、

会计师证等都可以挂靠，价格也不同。

在一家规模较大的中介网站里，记者在企业“急
需证书”栏目中看到：某地基基础公司需要“岩土工
程师”证，某水利水土保持管理站需要“给排水工程
师”证，某工程造价咨询公司需要“造价工程师”证，

某建筑工程公司需要“一级建筑师”证，某建筑安装
公司需要“电气工程师”证。

此外，还有一级及二级建造师、结构师、监理工
程师、咨询师、安全工程师、环保工程师、资产评估

师、注册安全工程师、环评工程师、公用设备工程师
等五花八门的需求。

而在“个人证书挂靠”一栏，则有许多证书持有
者发布信息， 寻找可以挂靠的公司， 种类包括造价
师、咨询师、化工工程师、环评工程师、电气工程师、

安全工程师等，均为实名发布。

一家建筑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中介公司只要
提供持证人电话就收费几千元， 真正牵线挂靠成功
还得另付一笔费用。

“有证不一定会管现场，会管现场不一定有证。”

周林说，一些企业员工虽然经验丰富，但却不善于考
试； 而一些人虽然没有实际业绩， 却能够拿到资格
证。“两者由此形成互补， 再加上一些皮包公司出于
拿工程的需要，对证件也有需求，自然就形成了证件
挂靠的市场。”

企业：每年花百万元挂证费用，获资质拿工
程“一本万利”

企业为何需要如此多的资格证，甚至不惜为此付出
动辄几十万元的资金？记者调查发现，有的企业是为提
高自己的资质，有的是为了申请资质时使用。虽然花费
不少，但如果有了资质后拿到工程，可谓是一本万利。

李齐是一家一级资质建筑工程公司总经理助
理。她告诉记者，自己所在单位每年都要花费近百万
元支付挂证费用，最需要的就是一级建造师证。

“企业也是无奈之举。”李齐分析，一方面，现在
的工程动不动就要求一级资质， 如果企业想要拿到
工程，就必须达到要求。如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企业是一级资质的话， 就要求一级资质项目经理不
少于

１２

人。另一方面，一些具有现场经验和管理能力
的人，并不一定能够通过一级建造师考试。

李齐说， 一些规模较大的建筑企业也会鼓励职
工考证，但给出的补贴却比市场价格低得多，这导致
一些职工考到证后瞒着单位把证外挂其他企业。

监管： 加大各方违规成本提高资格证书
实践含量

“人证分离”本身就是弄虚作假，而且确实存在
一些隐患。首先是工程质量得不到保证，一些企业看
起来有资质，因为人证分离，它即便拿到工程也可能
是通过临时组建的队伍来施工。另外，如工程一旦出
现质量或安全事故， 则挂证人作为项目经理需要承
担责任。

云南省住建厅建管处负责人表示，目前对“人证
分离”的查处有一定难度，因为这是其个人和企业间
的行为，仅通过合同很难认定是否存在违规行为。国
家层面上的规定也不够细化。

法律专家建议， 一方面租赁证书的人要提高法
律意识，自觉杜绝这样的行为。另一方面，相关部门
要加大对企业或单位所提供的各种证书的审查力
度，加大企业违规成本，严厉处罚个人、中介“出租”

证书行为等，以遏制这一违法违规的灰色利益链。

而不少企业和持证者则反映，资格证考试与实际
脱离， 建议资质考试时充分考虑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并注重报名者的业绩，以及拿到证后的日常考核。

（新华社昆明
１１

月
１６

日电）

□

新华社记者王研

一网打尽新华社发蒋跃新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