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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问题刻不容缓。 但必须坦
率地说， 微博以及更加广义上的网
络， 最多只是反腐败这个庞大系统
工程中的一个前置环节。 网络反腐
与制度监督哪个更有力量？ 反腐靠
攻坚战， 还是要打一场持久战？“特
赦” 这样的反腐经验是一种解决之
道么？种种争鸣背后，不仅折射中国
反腐之路的曲折艰难， 更突显法治
中国建设的紧迫性。

反腐争鸣：
攻坚战还是持久战

上任后不仅要烧“三把火”，更应该烧多把火，要在整个
任上都烧

“在成为中共领导的第二天，他猛烈抨击了中国高层存在的
腐败问题。”英国《经济学人》这样评价习近平总书记的反腐言
论。反腐是新一届政治局的工作重点，但科学有效的反腐路径是
什么？近来的各种争鸣观点，颇引人注目。

11月30日，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专门邀请马怀德、姜明安等政
法学者专家，问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工作。令与会者印象深刻
的，是会议的开放作风，以及由于观点不一形成的热烈讨论。马怀
德记得，“有的专家认为要打持久战，要长期地反腐；有的认为持久
战跟现下公众的期待不一致，要搞攻坚战，快速遏制腐败势头。”

有学者认为， 如果我们不能在短期内打几场漂亮的反腐败
攻坚战，老百姓可能会对反腐失去信心。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
面对目前老百姓切齿痛恨的腐败，上任后不仅要烧“三把火”，而
且应该烧多把火，要在整个任上都烧，敢于打场攻坚战和硬仗，
不辜负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重托。也有学者认为，运动式反腐
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各级领导能够在短期之内创造出看得见、摸
得着的反腐政绩来。在中纪委组织的座谈会上，王岐山也说：“地
方好像还挺适应这种运动式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姜明安认为，腐败是一种“慢性病”，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
各方面的因素，解决好反腐败的问题，必须坚持打持久战与打攻
坚战相结合的方针。“没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全方位改
革，腐败的病根难以消除。而要推进这些全方位改革，不可能打

速决战，只能打持久战。”

“大赦天下贪官”？

11月26日， 人民大学教授何家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援引
1977年香港廉政公署初创时的反腐经验，提出“特赦”也许是一
种解决方法———比方在2013年年底前， 对那些愿意公开财产官
员的腐败行为，不予追究。

虽然何家弘也认为， 大赦天下贪官的做法会损害社会正义
和司法公正，并使“政府”担上保护坏人的恶名，但他认为这种方
式可以放弃过去的腐败包袱， 集中力量打击今天的腐败并预防
明天的腐败。

这个“特赦”言论，立刻引发强烈关注。历史学家吴思认为可
以实行有条件的特赦。对于已经发财的贪官污吏来说，最迫切的
不是继续挣钱，而是既要保住自身安全，又要保住既得利益。把
赃款洗白（洗白是指非法来的巨款合法化，即把钱放入正常的经
济和金融活动中循环一回），就是其利益最大化的方向。如何洗
白呢？可以实行有条件的特赦。

但更多学者指出，在当下的中国，“大赦贪官”的想法，基本
上没有可操作性。公正是刑罚的基本价值，而事后惩罚是刑罚的
重要方面。试想一下，如果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某位官员有
严重腐败行为，却对其不进行任何追究，怎么对公众作交代呢？
为腐败“解套”，不在于抛掉之前的“包袱”，而在于在政治制度上
有所突破。有网友更批这是“无赖之辞”。

“网络举报” 快感过后难掩迷失，
激情的运动式反腐离不开人治的怪
圈， 当下的中国需要寻求一种有效的
反腐路径。 在中纪委专家座谈会上，
“官员财产收入申报公开” 成为焦点。
实践中， 广东省的官员财产公示试点
备受关注。更长远的，则是包括制度和
法律建设在内的顶层设计， 在认真研
究国外境外反腐败法律、 法规的基础
上，启动我国《反腐败法》的立法工作。

制度建设 ：
理性回归与顶层设计

老百姓领低保时要公开财产， 公务员领国家薪金却不
用公开，这个道理说不通

针对现在建立干部财产公开制度有些不合时宜的观点， 中
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近日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
特别指出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就拿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来说，现在
一个家庭想要领取低保，必须公示家庭财产状况，看是否符合领
取标准。同样是家庭财产公示，低保制度顺利实行了这么多年，为
什么一轮到公务员就不合时宜了呢？低保由国家财政支持，公务
员领取的也是国家财政的钱，老百姓领低保时要公开财产，公务
员领国家薪金却不用公开，这个道理说不通。

日前，广东省决定在珠海市横琴新区、韶关市始兴县，对领导
干部家庭财产公开制度进行试点，引发社会强烈关注。广东省委
党校教授王玉云认为，两个试点区县具有不同代表性。横琴新区
毗邻港澳，是探索“粤港澳”合作新模式的示范区，“好比一张白
纸，可以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在财产公开制度的探索上，横琴试
点的优势在于从头设计，建立新的架构和机制”。而始兴县行政区
划久远，各项制度健全，在这里试点财产公开制度如同解剖麻雀，
对广东乃至全国的老城区、县区都具有示范意义。

从上世纪80年代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首次提出， 到今年
以来江苏、浙江、广东等地在申报基础上试点财产公开，20多年
的历程从字面上看仅是“一词之差”，实际上却是量变到质变的跨
越。 而同以往一些地区进行的官员财产申报和公开试点相比，广
东省本次试点具有三个鲜明特征：一是试点不再是一区一市凭借
一己之力地展开，而是由省委有计划地部署推进；二是从“申报”
走向“公开”；三是明确试点完成后，逐步推开。

出台《反腐败法》势在必行

腐败不是中国独有，是世界各国共同存在的国际问题。12月

9日是世界反腐日，由国际组织推出的 2012“清廉指数”引人注
目。今年也是中国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党的十八大强调，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
基本方式。反腐败，归根结底还是要靠制度和法律。

在反腐方面，民众希望看见的是“法治反腐”，须警惕的是“运
动式反腐”。“法治反腐”，一方面是要在具体的个案中，以法治的
原则和方式应对，另一方面要更加注重法律制度的建设。公民实
名举报的勇气固然可嘉， 但反腐不可能靠个别人的努力以竟全
功，仍需要完善基本的制度防线、法律防线。通过建立健全内外监
督制约机制来防贪和反贪，是世界各国的共同经验。我国的反腐
工作，最终必须立足于制度反腐。网络反腐，亦应纳入制度反腐的
框架之中，健全反腐倡廉网络举报和受理机制、网络信息收集和
处置机制，以使其发挥更大威力。

“《反腐败法》对反腐来说尤为重要，把整个反腐败体制化、机
制化、法制化，只有法制化，才能将反腐败机制的权限及运作程
序，包括反腐对象（如被双规者）的权利保障等做统一的整体设
计。” 在中纪委反腐座谈会上， 学者姜明安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观
点。姜明安预计，因为《反腐败法》是一个整体设计，涉及到检察
院、中纪委、监察部、全国人大等多个部门，因此出台至少要3到5
年。“相关部门重视的话，3年也能搞出来。”

而《华尔街日报》称，新一届领导人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是能
否在推行必要政治改革同时， 又不引发可能威胁统治的社会动
荡。该报坦言，中国网民的呼声并非一切推倒重来，而是“呼吁对
现存制度改良， 以便更好满足普通民众需求”。 很多观察人士认
为，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可能会以尝试提高透明度、加强问责制以
及尽快扩大党内差额选举为中心，进行一系列改革。

据《中国青年报》、《南方人物周刊》、《中国经济周刊》、《青年
参考》等

■整理/记者 卢小伟

世界上“最干净的国家”怎样反腐？

“透明国际”组织于12月5日公布了“2012全球清廉指数”排
名，176个国家和地区中，新西兰、丹麦和芬兰，并列第一。索马里
和阿富汗，则并列倒数第一。“透明国际”将这3个“最干净”国家
的成功，归因于“政府的政治意愿”、“立法机制对公务员的强力
约束”和“公众行为对规则的重视”。

新西兰： 高度健全而又保持较高独立性的司法体系，是新西
兰保持清廉的“杀手锏”。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新西兰就对政府管
理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并通过并实行了《官方信息法》《国
有部门法》《公共财政法》等法律法规。

丹麦：深入人心的廉政文化、平等的宗教传统和对防腐拒腐
系统教育的重视，有效遏制和减少了人们对金钱的心理需求，使
反腐变成一种理所当然的社会现象。 如果琢磨着走后门或请客
送礼，反而会让对方觉得人格受侮辱，让事情办不成，这是条不
可逾越的道德底线。

芬兰：细化到琐碎、严格到苛刻的制度规定，是最好的“防腐

剂”。 任何公务员不得以任何借口接受他人赠送的任何礼物。即
使是关系特殊的私交，礼物价值也不能超过25美元，且需上网申
报。这样的规定同样适用于公务员“吃请”，一般来说，喝杯啤酒
或吃个三明治应该没什么问题， 但如果喝了葡萄酒， 问题就大
了，即使是白开水，也一定得数好了能喝几杯。

世界上最腐败国家为何贪腐成风？

“在阿富汗和索马里这样的国家，领导人不受监督，公共机
构效率低下，所以腐败猖獗，不受制约。”“透明国际”如此总结这
“最腐败国家”的共同特点。

怎样算是“猖獗”？去年4月在接受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
采访时， 阿富汗副检察长拉赫马图说：“本届政府的一位副部长
已被法院判处5年徒刑，但要想逮捕他，需要出动人数相当于一
个营的警察，如果我们真去了，还会发生枪战和流血事件，无辜
平民会因此丧生的。”

社会转型时期， 腐败也处在高发
阶段，反腐，不仅是一场攻坚战，更是
一场持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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