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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成就

十年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

的堅強領導下，中共中央以「得罪千百人、

不負十四億」的巨大政治擔當，以「刀刃向

內、刮骨療毒、壯士斷腕」的自我革命勇

氣，掀起了新中國成立以來規模最大、涉及

層級最高、成效也最顯著的反腐敗鬥爭。據

不完全統計，十八大至今，多名國家領導人

級的高官被查，28名十八、十九屆中央委員落馬，被查處的省部級高官人數遠超前

60餘年的總和。通過浴火重生般地革命性鍛造，中國反腐敗鬥爭贏得壓倒性勝利，

全面從嚴治黨取得了歷史性、開創性成就，黨內政治生態呈現全新氣象。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玨北京報道

中共二十大中共二十大聚聚 焦焦

高效監察體系建成 反腐獲壓倒性勝利
十年查逾四百萬人 全面從嚴治黨顯成效

通報被查的十八屆十九屆中央委員
姓名 落馬時任職務

十八屆政治局委員（1人）
孫政才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

十八屆中央委員（23人）
蔣潔敏 國資委主任、黨委副書記

李東生 公安部黨委副書記、副部長

楊金山 成都軍區副司令員

令計劃 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

周本順 河北省委書記

楊棟樑 國家安監總局黨組書記、局長

蘇樹林 福建省委副書記、省長

王陽珉 全國人大教科文衞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田修思 空軍原政委

黃興國 天津市委代理書記、市長

王建平 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副參謀長、武警部隊原
司令員

李立國 民政部原黨組書記、部長

孫懷山 全國政協常委、港澳台僑委員會主任

項俊波 中國保監會黨委書記、主席

王三運 全國人大教科文衞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楊煥寧 國家安監總局原黨組書記、局長

吳愛英 司法部原黨組書記、部長

張陽陽 中央軍事委員會原委員、中央軍委政治工作
部原主任

房峰輝 中央軍事委員會原委員、中央軍委聯合參謀
部原參謀長

努爾．白克力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國家能源局局長

楊陽晶 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

趙正永 陝西省委原書記

秦光榮 雲南省委原書記

十九屆中央委員（4人）
傅政華 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副主任

劉士余 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黨組副書記、理事會
主任

沈德詠 全國政協常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主任

肖亞慶 工信部黨組書記、部長

小智治事，
大智治制。十
年來，中國共

產黨高度重視制度反腐、法治反腐，着力完
善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機制，是反腐敗的最
大亮點之一。

十八大以來，中央在全面從嚴治黨的制度
建設和深化改革上持續發力。圍繞反腐敗，
國家立法，制定了監察法、公職人員政務處
分法、監察官法、監察法實施條例，修改了
刑法、刑事訴訟法，從而紮緊防治腐敗的制
度籠子，反腐敗工作在法治軌道上行穩致
遠。同時，黨內法規建設的步伐也不斷加
快，制定修訂了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準
則、廉潔自律準則、黨內監督條例，兩次修
訂紀律處分條例、巡視工作條例等近百部黨
內法規，全面從嚴治黨越來越有規可循、有
據可依。

特別是，2018年3月全國人大通過監察法，

國家監察委員會掛牌成立，表明集中統一、權
威高效的國家監察體系建成，實現了對所有行
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監察全覆蓋，這是事關全
局的重大政治改革，對推進反腐敗制度化、法
治化，深化標本兼治，具有重大意義。

縱觀古今中外的反腐敗歷程，出現了所謂
嚴刑反腐、運動反腐、高薪養廉等各種嘗
試，雖然一時一地取得成效，但最終往往不
可避免地走向了死胡同。只有善用法治思維
和制度規範，才是最行之有效也是最治本的
反腐方式，這也是十年來中國執政黨推進反
腐大業的重要經驗。

反腐沒有休止符，制度建設永遠在路上。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中共將進一步健全一
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體制機制，
完善規範化、法治化、正規化的法規制度，
這將對提高執政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鬥
力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玨

中國反腐浪潮將肅貪追逃的大網撒向全
球。追逃追贓「天網行動」共追回外逃人員
6,900人，追回贓款327.86億元(人民幣，下
同 )，「百名紅通人員」已有61人歸案。反
腐敗國際追逃追贓工作，進一步展示了中國
共產黨懲治腐敗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的
鮮明態度。

疫情無阻緝捕步伐
今年5月19日，中國農業銀行江陰要塞

支行原行長孫鋒在境外落網並被遣返回
國，成為開展「天網行動」五年以來，第
61名歸案的「百名紅通人員」。2011年12
月，孫鋒因涉嫌利用職務便利騙取他人巨
額資金畏罪外逃，2012年以來中央追逃辦
先後12次組團赴境外開展國際執法合作，
即使來勢兇猛的新冠肺炎疫情也未能遲滯
「獵手」們的追蹤步伐，經過十年艱苦努
力，終於將其緝捕歸案。
十八大以來，中央堅持有腐必反、有貪必

肅。營造了「天羅地網、無路可逃」的環境和
氛圍。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反腐敗國
際追逃追贓工作，他明確指出，國際追逃工作
要好好抓一抓，各有關部門要加大交涉力度，
腐敗分子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們追回
來繩之以法，5年、10年、20年都要追，要切
斷腐敗分子的後路。此外，他還在出訪期間，
在會見各國政要、海外演講等場合裏，多次談

及國際反腐敗合作、海外追逃追贓，強調「不
能讓外國成為一些腐敗分子的『避罪天
堂』」。在中央統一部署下，「天網行動」
統籌推進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和跨境腐敗治
理，形成上下聯動、分工協作、齊抓共管的工
作格局。連續五年開展的「天網行動」，共追
回外逃人員6,900人，其中黨員和國家工作人
員1,962人，追回贓款327.86億元，「百名紅
通人員」已有61人歸案。

清華大學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偉
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過去一段時間以
來，腐敗分子「貪飽就跑，跑了就了」，不
僅造成了國家巨額財產的損失，還嚴重損害
了社會公平正義和司法公正，深深觸痛公眾
神經。十八大以來，追逃追贓和跨境腐敗治
理工作成為反腐敗的重要一環，昭示了中國
共產黨懲治腐敗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的
鮮明態度，極大地振奮了黨心民心。

鐵腕反腐是十八大以來中央全面從
嚴治黨的重要突破口。猶記得

2012 年 11月 15日，人民大會堂東大
廳，剛剛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的習近平
面對500多名中外記者坦承：「黨內存
在着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尤其是一些
黨員幹部中發生的貪污腐敗、脫離群
眾、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問題，必須
下大氣力解決。」他堅定地表示：「全
黨必須警醒起來。打鐵還需自身硬。」

堅持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
承諾一字千金，一場中國共產黨歷史

上規模最大、力度空前的反腐敗鬥爭拉
開序幕。22天後，新科中央候補委員、
時任四川省委副書記李春城被查，成為
十八大後第一位落馬的省部級官員。十
年來，中央反腐無禁區、全覆蓋、零容
忍，不論地區領域，不論在職退休，該
開刀就開刀，該清除就清除。
據統計，十年來，共有24名十八屆中

央委員、4名十九屆中央委員落馬並被
通報。十八大至今年4月底，全國紀檢
監察機關共立案審查調查438.8萬件、
470.9萬人。特別是周永康、徐才厚、郭
伯雄、令計劃、蘇榮、孫政才、楊晶等
國家領導人級的高官被查，凸顯中國反
腐沒有免罪的「丹書鐵券」，也沒有什
麼「鐵帽子王」，黨心民心為之一振。

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除持續以零容忍態度懲治腐敗，中央

還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
方針方略，不斷深化紀檢監察體制改
革，實現了黨內監督全覆蓋、對公職人
員監察全覆蓋，防治腐敗的制度籠子得
到紮緊，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得以加
強……2018年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
會議作出重大判斷——「反腐敗鬥爭取
得壓倒性勝利」。從「形勢依然嚴
峻」，到「依然嚴峻複雜」，到「壓倒
性態勢正在形成」，再到「取得壓倒性
勝利」，中國反腐敗鬥爭「抓鐵有痕、
踏石留印」，消除了黨和國家的重大政
治隱患，贏得了民眾擁護，向世界展現
出共產黨人的使命擔當。
2020年底，國家統計局調查顯示，

95.8%的群眾對全面從嚴治黨、遏制腐
敗充滿信心，比2012年提高了16.5個百
分點。除受到國內民眾擁戴，中國反腐
成就更贏得外界高度好評。
美國庫恩基金會主席羅伯特．庫恩表

示，中國共產黨開展的反腐敗鬥爭，加
強了對官員權力的制約和監督，提高黨
員修養，使之成為道德與誠信的模範，
對中國建設文明和諧社會意義重大。法
國巴黎第八大學教授皮埃爾．皮卡爾
說，中國作為一個世界大國，其在反腐
領域的成功經驗，可為其他國家提供借
鑒。

撒下全球天網 海外追逃追贓

織密制度籠子 反腐標本兼治

◆中央要切斷腐敗分子的後路。圖為「百名紅通人員」頭號嫌犯楊秀珠從美國回國投案自首。
資料圖片

◆◆中共加強廉政文中共加強廉政文

化教育化教育。。圖為在福圖為在福

州市紀委主辦的廉州市紀委主辦的廉

政文化活動上政文化活動上，，剪剪

紙傳承人在介紹紙傳承人在介紹

「「公正廉潔公正廉潔」」剪紙剪紙

作品作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央堅持鐵腕反腐中央堅持鐵腕反腐。。圖為福建霞浦縣紀委幹部對落實黨風廉政責任制考評中處於末位人員進行廉政約談圖為福建霞浦縣紀委幹部對落實黨風廉政責任制考評中處於末位人員進行廉政約談。。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紀檢幹部和工商局稽查人員走訪一家煙酒
禮品商店，嚴查節日期間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
神行為。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