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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机制 突出重点 努力提高 

反贪污贿赂犯罪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国际合作局局长    郭兴旺 

 

尊敬的白韫六专员， 

尊敬的各位代表， 

女士们、先生们：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和

曹建明检察长，对香港廉政公署第六届国际会议的召开表示

祝贺！在此，我也衷心感谢香港特区廉政专员白韫六先生和

廉政公署各位同仁为此次会议的筹备和顺利召开所付出的

辛勤努力！ 

腐败犯罪是各国政府面临的共同挑战，共创廉洁社会是

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汇聚合力，最大限度地开展反腐败国

际合作，是各国各反腐败机构和组织的共同呼声和迫切要

求。中国检察机关作为中国打击腐败犯罪的重要职能部门，

在预防和打击职务犯罪、促进反腐败工作深入开展方面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同心汇智—缔造廉洁未

来”，目的是搭建平台、推进合作，促进国际反腐败事业的

健康发展。借此机会，我愿与各位分享中国检察机关在国家

反贪污贿赂工作中的经验与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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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新机制，依法履职，完善惩防一体的反贪工作制

度 

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于 1995 年正式挂

牌成立，自此，中国检察机关惩治贪污贿赂犯罪工作走上了

制度化的快车道。2000 年，中国检察机关专门成立了职务犯

罪预防部门，通过开展预防咨询和警示宣传教育，管理行贿

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分析研究典型职务犯罪产生的原因，总

结、推广预防职务犯罪经验、方法，向发案单位提出改进、

防范建议，推动建立预防职务犯罪的廉政风险防控体系。随

着反腐败工作的进展，从整合职务犯罪侦查与预防、优化职

能配置的角度出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将组建新的反贪总局，

进一步强化侦查、指挥协调等职能。目前，新反贪总局的相

关组建工作正在积极稳妥地向前推进。 

与此同时，针对贪污贿赂犯罪中呈现的新情况、新特点，

中国各级检察机关紧紧依靠民众的参与和支持，密切与相关

部门的合作，强化制度反腐，创新体制机制，取得明显成效。 

重视社情民情舆情，健全举报工作机制。加强举报中心

建设，开通全国统一的 12309 举报电话，最高人民检察院和

1161 个地方检察院建立网上举报平台，构建了来信、来访、

电话、网络“四位一体”举报体系，并及时核查处理新闻媒

体及网络舆情反映的腐败问题，引导网络举报在法治轨道上

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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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协作配合机制，形成打击合力。按照“分工履职、

依法办案、协调配合”原则，健全与纪检监察机关的协作机

制；加强与行政执法机关的联系，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衔接机制；与有关部门建立健全信息共享和快速查询机制；

加强境外司法合作机制，加大境内外追逃追赃力度。 

构建上下联动一体化办案机制，重视顶层设计。最高人

民检察院密切关注各地反贪办案特点，对办案工作实行月度

分析通报，通过定期分析反贪办案工作形势，深入剖析办案

中存在的问题，研究采取针对性措施，强化工作动态预警，

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中国各级检察机关设立大要案侦查

指挥中心，统一管理案件线索、统一指挥侦查活动、统一调

配人员装备，建立健全侦查一体化工作机制，形成相互配合、

上下联动、整体推进、良性运转的重大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格

局。 

建立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年度报告制度，实现惩防结

合、防患未然。各级检察机关的报告深入分析系统性、行业

性、区域性职务犯罪的特点和原因，提出防治对策建议，紧

密结合办案深化职务犯罪预防。仅在 2014 年，中国检察机

关结合职务犯罪的形势特点，累计向涉案单位及其主管部门

提出防控风险、堵塞漏洞的建议 2.1 万余件。 

二、围绕大局，突出重点，保持惩治腐败犯罪的高压态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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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政府不断加大惩治和预防贪污贿赂犯罪工

作力度，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在实现“不敢腐、不

想腐、不能腐”机制上取得了明显成效。 

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突出办案重点。一是突出查办

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的大案要案。近年来，中国检

察机关着力加大查办大案要案的力度，取得了突出成效。我

们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2014 年查办贪污、贿赂、

挪用公款 100 万元以上的案件 3664 件，同比上升 42%；查

办涉嫌犯罪的原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 4040 人，同比上

升 40.7%，其中原厅局级以上干部 589 人，省部级领导干部

28 人。二是突出查办行业系统窝案串案。中国检察机关在办

案中坚持“抓系统、系统抓”，找准重点部位和突破口，着

力从小案中发现线索，深挖窝案串案。三是突出查办利用人

事权、行政审批权、行政执法权、司法权等公权力谋取私利

的腐败犯罪案件。坚持把严肃查办买官卖官、执法不严、司

法不公背后的腐败犯罪案件作为强化法律监督的重要手段。

四是突出查办危害全面深化改革的腐败犯罪案件。围绕规划

审批、质量监管、国土资源管理、铁路、电力、电信、基础

设施建设、环境监管等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领域和重点环

节，立案查处了一大批腐败犯罪案件，为改革的顺利推进营

造了良好的政务环境和司法环境。 

坚持问题导向，深入开展专项治理。中国检察机关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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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重视查办涉及各种惠民

补贴、教育、就业、医疗卫生、征地拆迁、安全生产、扶贫

开发、社会保障、保障性安居工程等侵害社会公众合法权益

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适时开展具有针对性和地域特色的“专

项”行动，切实增强办案工作的震慑力和遏制力，注重提高办

案的社会效果，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检察机关反贪工作的满

意度。去年，针对惠民资金和涉农补贴申报审核、管理发放

环节“雁过拔毛”、“跑冒滴漏”等问题，深入开展专项工作，2014

年共查办民生领域的职务犯罪 9913 人。 

加大查办行贿犯罪工作力度，深入推进职务犯罪预防工

作。中国检察机关在坚决惩治受贿犯罪的同时，不断加大查

办行贿犯罪的工作力度，努力从源头上切断受贿犯罪的因果

链。去年通过部署打击行贿犯罪专项行动，查办行贿犯罪

7827 人，同比上升 37.9%，如依法办理的葛兰素史克（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行贿案，有效的整肃了医药行业的商业贿赂乱

象。同时，中国检察机关结合办案研究发案特点与规律，加

强廉政法制教育和典型案例剖析，重视发挥职务犯罪警示教

育基地作用，广泛开展警示教育和预防宣传。 

三、从严治检，不断提高检察人员能力和水平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作

为反腐败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部门及

其工作人员坚持运用监督、道德、法律等手段实现自我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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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切实抓好自身反腐倡廉建设，牢固树立法治意识，推

动全国检察机关反腐败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 

一是自觉接受监督。中国各级检察反贪部门自觉接受各

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人民监督员的监督。对查办职务犯罪的

立案、羁押、扣押冻结财物、起诉等环节的执法活动，主动

邀请人民监督员进行监督。进一步深化检务公开，提高执法

透明度。 

二是坚持从严治检。中国检察机关以基层一线为重点，

加大教育培训力度。完善职业准入制度，实现初任检察官由

省级检察院统一招录并在基层任职。加快实施从符合条件的

律师、法学专家中选任检察官制度。依法规范检察官与当事

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的接触、交往行为，堵塞

利用检察权寻租空间。对检察人员违纪违法问题，态度坚决，

决不姑息。 

三是深入推进司法规范化建设。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

是今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的重点工作。特别是针对与反贪办

案工作密切相关的违法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违法扣押冻

结处理涉案财物、同步录音录像不落实、选择性司法等“顽

疾”，不断加强督促检查和对下指导。 

    四是加强能力水平建设。积极在各级反贪部门开展反贪

业务培训，培养懂侦查、懂技术，掌握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查

办案件的复合型人才，提升工作层次和办案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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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交流，通力合作，挤压外逃腐败分子的避罪空

间 

习近平主席曾指出:“不能让国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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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10 年 20 年都要追，要切断腐败分子

的后路。”面对腐败犯罪蔓延的趋势，国际社会只有通力合

作，做到互通有无，守望相助，才能更好更快地铲除腐败毒

瘤。中国检察机关历来重视并积极推动与各国反贪、司法执

法机构和相关国际组织在反腐败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汇聚各

方力量，不断增强反腐败国际司法执法协助新力量。 

第一，中国检察机关积极派员参加联合国、亚太经合组

织等国际组织召开的相关会议、论坛，并主动承办了部分国

际反腐败研讨会，与各国反贪执法机构、相关国际组织共同

研讨国际贪污贿赂犯罪形势，交流执法信息，增进相互间的

沟通和了解。最高人民检察院高度重视本届廉政国际会议，

在全国范围内选派反贪系统的骨干力量参加，希望与各国、

各组织的反贪业务精英在会上进行全面深入的交流。 

第二，中国检察机关忠实履行有关条约、公约的义务，

有效推进反腐败国际条约和公约的贯彻实施。中国最高人民

检察院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 13 项中外司法协助条约

中方的中央联络机关，并与 98 个国家的总检察院或司法执

法机构签订了直接合作协议。中国检察机关在上述条约、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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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和公约的框架下，深入开展双边、多边的务实执法合作。 

第三，中国检察机关立足自身职能，充分利用国际刑警

组织、中美执法联合联络小组、中加执法与司法合作等平台，

不断开拓与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检警合作形

式，提高在共同打击跨国腐败犯罪方面侦查合作的效率。中

国检察机关始终以一国两制方针为指导，稳步拓宽港澳区际

刑事司法协助的空间，深化与香港廉政公署、澳门检察院和

澳门廉政公署的合作关系。 

第四，中国检察机关注重发挥中国—东盟成员国总检察

长会议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检察长会议机制等多

边检察国际合作机制。同时，边境地区检察机关直接合作更

加频繁和深入，司法协助案件的审批手续进一步简化。 

女士们，先生们： 

反腐败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需要各国各地区反腐败

执法机构加强合作，持之以恒，不懈努力。中国检察机关愿

与各国同行一起，共同交流反腐败的成功经验，研究面临的

突出问题，探讨遏制腐败犯罪、深化相互合作的新的途径和

措施，为推动国际社会打击腐败犯罪、提高反腐败国际合作

水平做出积极的贡献！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