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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国
反腐八大看点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13日听取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
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两高”工作报告表明，在过去的一年，我国反腐力
度不减、重拳频出，战果累累：对令计划、苏荣等 41名原省部级以上干
部立案侦查，对周永康、蒋洁敏等22名原省部级以上干部提起公诉；查
办涉嫌犯罪的原县处级以上干部4568人……

进入 2016年，中国反腐将有哪些新动向？“新华视点”记者在两会
上采访代表委员，探究未来中国反腐倡廉的八大看点。

看点1：反腐力度不减节奏不变
【背景】最高检报告指出，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惩治预防两手

抓。2015 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职务犯罪案件 40834 件 54249
人；依法对令计划、苏荣、白恩培、朱明国、周本顺、杨栋梁、何家成等41
名原省部级以上干部立案侦查，对周永康、蒋洁敏、李崇禧、李东生、申
维辰等22名原省部级以上干部提起公诉。最高法工作报告指出，2016
年将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加强重大职务犯罪案件审判工作，促进反腐
败斗争深入开展。

【解读】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律协名誉会长陈舒表示，十八大以
来，反腐成效明显，现在尤其要保持足够“定力”，力度不减节奏不变，紧
盯重点领域和关键节点，让反腐利剑时刻高悬，形成不敢腐、不想腐的
制度和习惯，从这个意义上说，反腐斗争仍然任重道远，没有“休止符”。

看点2：反腐立法箭在弦上
【背景】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大会发言人傅莹说，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在反腐败的治本之道上积极发挥作用，在制定或
修订各项法律的过程中加强反腐败的内容，构建完善的反腐败法律规范
体系。今年的重点是修订行政监察法和制定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

【解读】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认为，反腐
败不只是抓贪官，还有大量的制度建设、机制完善等方面工作要做。不
断推进反腐立法，就是实现官员不能腐、反腐制度化的重要方式。

看点3：反腐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背景】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营造公平、公正、透明、稳定的法治环

境，促进各类企业各展其长、共同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坚
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巩固反腐败成果；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
廉、政治清明，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解读】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表示，反腐倡廉建设净
化了风气，扶正祛邪、激浊扬清，有利于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公正
透明的法治环境、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能进一步调动各级干部积极
性创造性，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看点4：惩治重点领域职务犯罪
【背景】最高法工作报告指出，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惩治司法腐败。

最高检工作报告指出，将严肃查办、积极预防妨碍国家重大经济发展战
略实施、影响重大改革举措落实、危害政府投资和国有资产安全的职务
犯罪；严肃查办、积极预防发生在基层尤其是“三农”领域的职务犯罪。

【解读】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一表示，国企、
“三农”、金融、司法等重点领域腐败频发，或形式隐蔽、或系统性塌方，对
经济社会发展不利，需要在反腐败斗争中集中火力，重点打击。

看点5：海外追逃追赃全面推进
【背景】最高检工作报告指出，深入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

行动；健全与相关部门协作配合机制，加强与有关国家、地区司法合作，
拓展追捕犯罪嫌疑人和追缴腐败资产的渠道。自2014年10月开展专项
行动以来，已从34个国家和地区遣返、劝返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24人，

“百名红色通缉令”中的李华波等17名重大职务犯罪嫌犯落入法网。
【解读】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律师协会监事长施杰表示，今年海外

追逃追赃是“全面推进和攻坚克难年”，要“有逃必追，一追到底”。随着
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的加速制定，海外追逃追赃工作将更加顺畅，
更多外逃人员将会被带回。

看点6：严惩群众身边腐败
【背景】2015年，最高检查办“三农”领域相关职务犯罪11839人；在

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征地拆迁、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查办
职务犯罪8699人。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黄树贤在两会期间表
示，今年将更加重视解决群众身边、群众反映强烈的腐败问题和不正之
风，加大督促力度。

【解读】全国人大代表、民革吉林省委副主委郭乃硕表示，基层干部
是权力的“最后一公里”，屡屡曝出的小官巨贪损害党和政府形象，今年
更重视对群众身边的腐败，就是让群众共享发展成果，让百姓有更多的
获得感。

看点7：严查“为官不为”
【背景】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有些改革和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少数

干部不作为、不会为、乱作为。最高检工作报告也提出，2015年，针对群
众反映强烈的严重不作为、乱作为问题，查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侵
权犯罪13040人。今年将严肃查办、积极预防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侵
权犯罪。

【解读】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专职副主席徐辉表示，去年年底，
国务院督查公布结果发现，资金沉淀、土地闲置、项目拖延、棚改迟滞
等庸政懒政不作为问题突出，影响了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对此决不
能听之任之，必须令出法随，严肃问责，并要加大政务公开，强化社会
监督。

看点8：构建新型政商关系
【背景】构建领导干部与民营企业“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成为两

会讨论热点。两会代表委员在审议讨论中指出，领导干部既要真诚坦
荡地与民营企业接触，主动了解并解决企业发展的困难，做到“亲”，更
要保持与民营企业家之间清白纯洁的关系，做到“清”。

【解读】规范领导干部在经济发展中的行为，在经济新常态下构建
政商关系“新生态”，将成为反腐工作的重要切入点。全国人大代表、吉
林省总商会副会长刘桂凤说，剔除政商关系中的非法利益勾连，有助于
为企业营造健康经济发展环境，增强企业发展活力，这需要有关制度保
障进一步完善，提高大家的自觉意识。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
建明 13 日作最高检工作报告时
说，去年检察机关查办贪污贿
赂、挪用公款 100 万元以上的案
件4490件，同比上升22.5%；查办
涉嫌犯罪的原县处级以上干部
4568人，同比上升13%，其中原厅
局级以上 769 人。依法对令计

划、苏荣、白恩培、朱明
国、周本顺、杨栋梁、何家
成等 41 名原省部级以上
干部立案侦查，对周永
康、蒋洁敏、李崇禧、李东

生、申维辰等22名原省部级以上
干部提起公诉。

在突出查办大案要案的同
时，检察机关还坚决惩治发生在
群众身边、损害群众利益的“蝇
贪”。针对一些地方虚报冒领、
克扣侵占惠农扶贫资金的严重
问题，检察机关部署开展了专项
行动，查办“三农”领域相关职务
犯罪 11839人。在事关群众切身
利益的征地拆迁、社会保障、教
育、医疗等民生领域查办职务犯
罪8699人。

破除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藩篱

去年原省部级以上干部
41人被立案侦查 22人被提起公诉

速读速读“两高”“两高”报告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指
出，我国法院 2015 年加强审判
监督，各级法院再审改判刑事
案件 1357 件。“其中，依法纠正
陈夏影绑架案，陈满故意杀人、
放火案等一批重大冤错案件，
从中深刻汲取教训，健全冤错
案 件 有 效 防 范 、及 时 纠 正 机

制。”报告说。
报告指出，我国法院加强人

权司法保障。严格落实罪刑法
定、疑罪从无等法律原则，各级
法院对 667 名公诉案件被告人
和 372 名自诉案件被告人依法
宣告无罪，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
事追究。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
13日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我国各级法院去年审结一审刑事
案件109.9万件，判处罪犯123.2万
人，同比分别上升7.5%和4%。

报告说，各级法院积极参与
反恐怖反分裂反邪教斗争，加大
对煽动分裂国家、组织领导参加
恐怖组织、传播暴力恐怖音视频
等犯罪的打击力度。各级法院审

结危害国家安全、暴力恐怖犯罪
案件1084件，判处罪犯1419人。

各级法院审结杀人、抢劫、放
火等犯罪案件26.2万件。深入推
进打黑除恶工作，加大惩处“保护
伞”力度。依法惩治暴力伤医犯
罪，维护正常医疗秩序。依法惩
治毒品犯罪，审结毒品犯罪案件
13.9 万件。审结拐卖、性侵妇女
儿童等犯罪案件5446件。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指
出，2016 年要全面深化司法体
制改革，增设最高人民法院巡
回法庭。

报告指出，要全面推进以司
法责任制为核心的四项改革试
点，完善履职保障等配套制度。

积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
度改革。探索刑事诉讼认罪认罚
从宽制度，推进刑事速裁程序试
点。继续推进跨行政区划法院改
革。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
制，进一步完善简易程序和小额
诉讼程序，实现繁简分流。

去年审结一审刑事案件同比上升7.5%

最高检工作报告显示，2015
年检察机关对认为确有错误的
刑事裁判提出抗诉 6591 件，对
认为确有错误的民事和行政生
效裁判、调解书提出抗诉 3548
件、再审检察建议3874件。

报告显示，检察机关健全冤
错案件源头防范和发现纠正机
制。对侦查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
案的，督促撤案10384件；监督纠
正滥用强制措施、违法取证等侦
查活动违法情形31874件次；对不

构成犯罪或证据不足的，决定不
批捕131675人、不起诉25778人。

据了解，近年来检察机关建
立了刑事申诉案件异地审查制
度。并勇于自我纠错，对检察机
关从当事人申诉或办案中发现
的“陈满故意杀人放火案”“钱仁
风投放危险物质案”“许金龙等4
人抢劫案”“杨明故意杀人案”等
冤错案件，分别提出抗诉或再审
检察建议，人民法院已依法再审
改判无罪。

纠防冤错案件常态化 提出抗诉6591件

最高法：

最高检：
突出查办大案 坚决惩治“蝇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