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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申报”走向“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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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黄先耀表示，

根据《从严治党五年行动计划》的要求，将分别
在粤北和珠三角地区各选择一个县、区，开展
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并在一定范围公示的
试点工作，!"#$年前完成试点，并逐步推开。

完备信息系统是基础
施行任何一项制度，都必须具备一定的基

础条件。在领导干部财产公开问题上，首要的
基础条件就是完备的信息系统，让财产无所遁
形。经过多年的努力，广东省逐步建成了个人
房产、银行、证券、出入境等信息系统，为财产
公开制度的试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准备一!清除技术条件障碍

广州市纪委监察局根据广东省纪委的统一
部署，着手整合公安、工商、国土房管、税务等部
门信息资源，建设预防腐败信息系统，从中发现
反腐工作线索。例如，被称为“房叔”的广州市城
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番禺分局原政委蔡彬，个人
房产在网上曝光后，纪检部门只用了半天时间，
就核实到了“拥有 !#套房产，却只申报两套”。

准备二!公开"点面结合#$形成心理震慑

一些专家认为，目前，财产申报由组织部门

负责。但如果只申报不公开、不核查，申报就容
易变成“盲人的眼睛、聋子的耳朵”。公开的范围
越大，发现腐败的几率越高，对腐败分子的心理震
慑越强。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认为，财产公开分为
审核、公示、惩治三个环节。在公示环节应通过
点面结合的方式对腐败分子形成心理震慑。

准备三!加强制度设计$防范官员%裸官&

为防止官员“裸官”，广东省今年出台了
《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加强市县领导班子建设若
干问题的决定》，其中规定：对配偶、子女均已
移居国（境）外的，原则上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
重要敏感岗位的领导职务。

公开须走法律程序
国内首次提出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可

追溯至 #%&'年。(%%$年《财产申报法》被正式
列入立法规划，但未能进入实际立法程序。其
后，财产申报制度被纳入公务员法，却仍未作
明确规定。!"")年，《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
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作为重要的党内法规颁
布实施，!"("年，修订后的《规定》把房产、投
资、配偶子女从业情况列入报告内容。
专家认为，应尽快通过立法层面推动财产

公开制度固化下来，为官员“晒家产”提供法律
依据和制度保障。财产公开是从源头治理腐败
的关键。“国内一些地方的试点证明，一旦人为
操作，实际效果就要大打折扣。”北京大学廉政
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教授说，领导干部财
产公开必须走法律程序，可先通过地方人大立
法，再上升到国家立法。 新华社 !毛一竹"

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借鉴香港廉政公署制度，是此次座谈会的两个亮点

中纪委反腐座谈会：宾主“谈笑风生”

广东2014年将完成官员财产公开试点并逐步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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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月 *+日中纪委的反腐工作专家座谈
会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以
身作则，要求与会者少说客套话，均需脱稿发
言且要言简意赅。

新一届中共领导班子组建后的第一次集
体亮相，总书记习近平一句“让大家久等了”
的开场白，开启了新班子语言平实之风。随
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和
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均
要求与会者不念发言稿。

可着便装
虽则在前期接到会议通知时已为“可着

便装”等信息感觉好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
授任建明置身现场后，依然被会风等外在形
式和讨论话题内核所触动，“着实有些吃惊”。
“会议讲的内容信息量很大，气氛比较活

跃，有笑声也有掌声，但主要是笑声很多。”另
一位与会者、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虽
已是第三次受邀参加中纪委专家座谈会，但
在接受采访时，依然有颇多感触。

据悉，包括马怀德、任建明在内，受邀出
席此番会议的，共有八位专家学者，分别来自
法学、政治学、党建等学科领域，着重从法治
反腐、制度反腐等角度予以探讨，其中财产申
报和公开成为话题重点。“实施官员财产收入
申报制度，从长远看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而
且也不会太远，我想 ,年之内总会有一个说
法。”马怀德表示。

按照信息通知时间，马怀德于 ((月 *"

日上午 &时 $"分赶到中纪委院内主楼，在会
议室隔壁的休息室里，碰到早到的中共中央
《求是》杂志研究员黄苇町等几位专家。紧随
其后，他的老友、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
中心主任姜明安也到了。

专家们在会议室寒暄到近 %时，走进隔
壁会议室，“九点差二三分钟时，王岐山走进

来。”马怀德说，王岐山“穿一件灰色便装西
服，里面是浅蓝色衬衫，没有打领带”。在握手
打招呼后，这位新任中纪委书记开门见山地
说：“今天座谈会我们改改会风，不念稿子，我也
不念，你们也别念，少说客套话”，并笑言“网上
的意见够刺激的，我们都能听进去。”

简单的开场白后，就直奔主题，马怀德第
一个发言，然后依次是任建明、中央编译局当
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何增科、中央党校
教授辛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淑真、北京大
学姜明安、《求是》杂志黄苇町和清华大学教
授程文浩。“王岐山先集中听完了八个人的发
言，最后还问大家彼此之间有无不同看法，交
流一下。”

观点交锋
“简明扼要”是任建明看到王岐山开始主

持会议后的第一印象。而会议过程中给专家
学者留下相互回应的时间，则让他“有点不可
想象”。

在相互回应环节，任建明对另外两位专
家的个别观点做了回应。

其中之一是“反腐工作要发挥党的优势，
强调个人修养，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引导”的观
点，任建明认为修养、思想道德教育等都无法
考量，以前一直这么讲，但是如果制度设计不
跟进，效果甚微。同时，他表示自己“也并非完
全否定这种说法”，类似将要进行的“(!·%全
国大学生廉洁活动月”他也支持。
“我指出后，另一专家也回应认为这一点

确实很难做到。”任建明说。
在马怀德的回忆中，姜明安和任建明都

在回应环节补充了观点，“基本上都是就自
己的观点进行补充。”姜明安讲完之后，任
建明针对某个观点表示自己不是特别赞
同，提出了一些疑问，之后姜明安又有针对
性地做了解释。

姜明安接受采访时，将“完善规范领导干
部个人伦理道德和职业道德的法规、制度”作
为建言之一，指出，鉴于薄熙来和其他腐败分
子因缺乏监督制约而道德败坏的教训，应通
过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规范领导干部个人的
伦理道德和职业道德。

&个人的发言中，有 ,位专家提出未来一
段时期中纪委应将财产申报公开制度作为重
点工作，任建明没有提的理由是相对于科学
的反腐体系建立，该制度虽然重要，但毕竟只
是原有制度框架内的一项具体工作，“太细枝
末节”。因此，他的观点是以十八大提出的建
设廉洁政治目标为核心，建立起一整套反腐
体系。任建明举例说，香港在廉政公署设立之
前有一个警察系统的反腐败机构，但很长时
间里越反越腐。直到成立高度独立充分授权
的廉政公署，才真正遏制住了腐败趋势。

何增科坦言自己不愿针对别人的观点予
以回应，他的观点是“反腐败必须抓住‘牛鼻
子’”，而“公务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应尽快给
老百姓一个明确的时间表”。

探讨反腐
马怀德在会上提出，在反腐败问题上法

律可以发挥作用的主要还是制度防腐。所
以，“当时就提出来从源头治理源头预防腐
败，应该注重制度建设，而制度的最高级形
态就是法律”。
由此，他着重提出三方面的建议。制定

政务公开法和行政组织法，并制定一个重大
决策的行政程序条例，把党委、政府决策均
纳入条例适用范围。“由于以往提过行政程
序法，并且我分析该法一时半会儿也列入
不了立法机关议事日程，加之该法比较关
键的在于决策领域的规范，所以就提出了第
三项内容。”

姜明安将 !"(*年中国反腐任务简称为

“五大战役”：制定五到十年反腐中长期规划；
启动《反腐败法》!或称#廉政法$"的立法工作，
争取用两到三年的时间，完成此项立法；通过
行政程序法等立法，推动对公权力运作的制
约；建立健全公权力运作监督机制。

而他最突出强调的战役是领导干部家庭
财产申报公开，用“以最大的决心和魄力推
动”这样的表述予以建言，并强调“攻下这个
堡垒虽然不能带来反腐败整个战役的全胜，
但不攻下这个堡垒，则会使整个反腐败战役
获胜难以看到希望”。

马怀德认为财产申报公开制度建立的最
大阻力是公务员队伍，“特别是领导干部”。由
此，他建议制定一套政务公开法，既可减少阻
力，又可为下一步单行法的立法做准备。

何增科对于相关立法的建议不同于马怀
德，他特别回避用“政务公开”而选择使用“公
共信息公开法”的表述，认为此表述更为明
确，他同时建议尽快制定重大事项的决策程
序法。并强调“一把手”的监督要从党和国
家领导干部任用制度体系上寻找解决之
道，“比如书记高配问题，兼任人大常委会主
任问题，等等。”

他同时建议反腐必须走法治化道路，一
方面可以避免“选择性惩腐”致使一些人有侥
幸心理；一方面可以使反腐工作有稳定预期；
另外法治可以保证反腐机构职业生涯安全。

会议中，王岐山的一句总结“信任不能代
替监督”引起任建明的共鸣。他所建议的反腐
路径是借鉴香港经验成立廉政公署，“别人认
为内地和香港情况不同，不能学。我认为主要
的阻力在于现行体制。”他建议，下一阶段中
国可从一些地方试验开始，探索横向整合、纵
向垂直的反腐机制，同时赋予廉政监察机关
足够的权力和独立性，并对其加强监督，这样
才能真正取代现实中信任代替监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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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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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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