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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吴伟平

“无论如何反腐工作都会
进行下去”

郑州晚报：你认为这次官员财产申报
的效果如何？

吴伟平：效果还是可以的。比如，廉
政账户收到了申报对象主动上缴的现金
百万余元，这就说明我们的财产申报制
度，对领导干部还是起到了一定的震慑
作用。

郑州晚报：有压力吗？
吴伟平：更多的是自身的压力，因为

是全国首次试行，由于没有经验可以借
鉴，这种内心的压力是不言而喻的。

郑州晚报：如何审核官员对自身财产
申报的真伪？

吴伟平：我们成立了专门的审核部
门，但目前我们的审核还是比较粗的，将
来，我们会和相关部门建立合作，完善审
核程序。

郑州晚报：如果有官员拒绝申报怎么
办？

吴伟平：我们有相应的惩治措施。
申报对象在规定的时间内无故未申报
的，申报受理部门将向社会公开未申报
人任职单位及未申报人姓名。对于申报
对象在财产申报过程中瞒报、虚报且情
节恶劣的，一律先停职再进行调查，经查
证属实的将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等有关规定从重、加重处分，构成
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如
果你不如实申报，我们的党风廉政责任
追究不但要追究你这个人，还要追究你
这个单位。

郑州晚报：你觉得官员财产申报能推
行下去吗？会不会半途而废？

吴伟平：我们首次官员财产申报回
答了这个问题，绝对不会半途而废，无论
如何，反腐工作都会进行下去。我个人
觉得，目前官员对这项工作还是很支持
的，也比较积极。我们要求官员将申报
表交给所在单位，然后由单位统一交过
来，但有一些官员，就直接交过来或者邮
寄来了。

郑州晚报：如何看待社会上的质
疑声？

吴伟平：官员财产申报是一个新生
事物，有质疑很正常。审慎、稳妥、务实
是我们在财产申报制度制定过程中所
遵循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现阶段
我们采取公开申报和秘密申报相结合
的原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在预防腐
败、尝试财产申报方面我们既需要勇
气，更需要智慧。如果不顾现实，进行
理想化的制度设计，往往只能一厢情
愿、事倍功半。

为确保财产申报制度落到实处，我
们将逐渐扩大向社会公开申报对象申
报的财产范围，以便全社会对领导干部
财产情况进行监督。当然，这需要一个
过程。

新疆阿勒泰官员财产申报争议中前行

2009年1月1日起，新疆阿勒泰地区率先在全国试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并在当地廉政网上公示官员的“财产申报
结果”。如今，两个多月过去了，该地区共有1054位官员的财产申报被公示，阿勒泰也成了全国的焦点。3月7日，中央
书记处书记、中纪委副书记何勇表示，中纪委正在想办法制定官员财产公示的有关条例或者规定；阿勒泰的试点经验，
将是重要参考。温家宝总理日前做客中国政府网，同样给予了官员财产公示积极的评价。这个消息让力主制定这项

“阳光法案”的阿勒泰地区纪检委书记吴伟平感到欣慰。但是，1000多名官员在收受礼金栏的“零申报”以及房产汽车等
“秘密申报”，还是引来争议。面对质疑，吴伟平表示，将会逐步缩小秘密申报范围，申报制度也有不少地方有待完善，但
是，无论如何，反腐破冰之行都会继续下去。 晚报记者 袁帅/文 白韬/图

申报方式分为“公开申报”和
“秘密申报”

新疆阿勒泰地区的官员财产申报，始于地区
纪委 2008 年 5 月 25 日出台的一份文件——《县
(处)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的规定 (试行)》(以下简
称《规定》)，该规定提出公开官员财产，这在全国
尚属首次。

这份文件的起草人和主推者是阿勒泰地区纪
委书记吴伟平。

根据《规定》，个人财产申报的对象为县(处)级
领导干部和享有职权的其他党员干部。与以往规
定相比，这一界定扩大了监督范围；官员要申报自
己及其家庭成员的股票、证券、期货等交易收入及
资金来源，以及由继承、赠与、偶然所得(如彩票中
奖)等形式获得的财产。此外，官员及其家庭成员的

“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也要申报；对于官员及其配
偶、共同生活的父母、抚养的未成年子女来说，单笔
额度在 10万元以上的动产及不动产购置、交易、租
赁情况及资金来源也必须申报。

《规定》还把财产申报方式区分为“公开申报”
和“秘密申报”。据此，申报者要填写两份表格，后
一种情况下，要填写的申报内容为历年来全部财产
情况，属于被保护而不予公开的。

按照《规定》，凡是在首次申报前主动上缴全部
违纪违法收入的，无论将来由于何种原因或因其他
案件牵连，使申报对象的违法违纪行为暴露，地区
纪检委将按有关规定对其免予处分，并建议司法机
关免予追究其刑事责任。

对于那些已经严重腐败的官员来说，会面临
这样的困惑——如果据实申报，可能受到党纪政
纪处分甚至法律制裁，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有可能
选择申报不实。

《规定》注意到了这一点，因此特别强调对申报
内容的监督审查。阿勒泰地区预防腐败办公室是
专门受理群众提出的有关申报对象财产申报不实、
财产收入来源不明、合法财产收入与消费水平严重
不符的检举机构。

参加首次申报的官员共1054人
一开始，阿勒泰的不少官员对这条消息将信将

疑，等到消息确认后，各种说法开始在官员中间四
散。很多人都意识到，山高水静的阿勒泰即将刮起

“风暴”。
支持者认为，地区纪委吹响了惩治腐败的号

角；持异议者说，官员财产申报全国上下争论了十
几年都没落实，这说明水很深，阿勒泰凭什么敢吃
螃蟹？这是作秀，无非是喊喊口号。

尽管争论不断，经过半年多的筹备，阿勒泰地
区县(处)级领导干部首次财产申报工作还是在2009
年 1月 1日正式实施。这一天，阿勒泰地区 55名新
提拔正科和副县级干部的财产申报表被放在了当
地廉政网上，谁都可以查看。紧接着，更多的当地
官员参与了财产申报。

据阿勒泰地区廉政网显示：参加首次官员财产
申报的共1054人，其中包括现任正、副县级干部，即
阿勒泰地区管辖的六县一市四套班子、喀纳斯景区
管委会及地直机关县（处）级干部；退休 3年以内的
正、副县级干部；还有在公安、工商、税务、交通、城
建等部门中掌有实权的科级干部。

吴伟平透露，首次公开的千余名官员财产申报
中，县（处）级干部申报率为 98.97%，科级干部申报
率为100%。未发生无故拒不申报现象。

此外，截至目前，阿勒泰地区的廉政账户已收
到申报对象缴纳违纪款 100 多万元。“如果拒绝申
报，说明心虚，有人主动上缴违纪款项，就说明申报
制度起到了威慑作用，这是我们乐意看到的。”昨
日，吴伟平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1000多名官员的财产申报被公开后，引
起了社会各界极大关注，有人认为，官员财产
申报是反腐败的核心环节，阿勒泰先行一
步。不过，在一片赞许声中，也有人心存疑
虑。比如，《规定》中允许部分财产申报方式
施行“秘密申报”。

阿勒泰地区纪委将申报人购买的汽车、
住房等动产、不动产，购买的股票、证券等理
财产品，由遗产继承、赠与等形式获得的财
产，债权债务以及个人银行存款等 7项内容，
列为秘密申报范畴，不予公开。

“官员首先是一个平常人，其次才是官
员，所以他们也享受平常人应有的权利，包
括隐私权。”吴伟平表示，《规定》做出“公
开”和“秘密”区分，首先考虑到要保护干部
的合法财产和人身安全，其次还要考虑到其
隐私权，所以采取了公开申报与秘密申报相
结合的原则。

除此之外，很多网友还质疑，当地廉
政网上公开的 1000 多位官员财产申报，

对“收礼”申报一栏全部为“无”。在当今
腐败无孔不入的大背景下，这样的结果可
信吗？

吴伟平把这种情况称之为“零申报”。他
认为，要求申报的“收礼”不是一般意义上亲
友之间的礼尚往来。纪检监察机关规范的是
干部与其行使职权有关的“收礼”行为。因
此，要求干部申报的所谓“收礼”，实际上是刑
法意义上的受贿和准受贿行为。填写则等于
自首。因此，绝大多数官员不可能将所谓“收
礼”主动申报。

吴伟平强调，设计申报“收礼”本身，不是
为了让其“自首”，而是让其“自律”；不是为了
反腐败多抓几个贪官，而是预防腐败少出几
个腐败官员，是对领导干部起到警示和威慑
作用。

“应该相信，绝大多数领导干部是廉洁自
律的，当然，也不排除个别人有问题没有申
报，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可以逃避监督和制
裁，如果发现会予以严惩。”吴伟平说。

尽管有质疑之声，阿勒泰的官员财产申
报依然付诸实施。有人评价，这是中国有史
以来首次将县（处）级官员的“家底”公示于
众，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然而，吴伟平坦言，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制度上也有不少地方需
要进一步完善。吴伟平表示，财产申报如果
能够一步到位，固然是理想化的结局，但并
不符合国情和现实。目前试行财产申报的
目的在于，让领导干部从心理层面逐渐接
受，尝试为在更广范围内实行财产申报积累
实践经验。财产申报必将经过从无到有；从
秘密申报和公开申报相结合的有限公开，最
终将过渡到无限公开；从区域试点到更大范
围推行。

据了解，有关方面正在制定《规定》的实
施细则，并根据首次申报工作中发现的制度
设计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修正。

有法学界人士认为，阿勒泰此举为我
国建立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提供了良好范
本，对推动我国的官员财产公开立法具有
积极意义。

在吴伟平看来，阿勒泰的做法，只是开启
了反腐“破冰”之门，我国应尽快出台官员财
产申报法，为财产申报制度提供全面系统的、
更有约束力的法律依据。

2009年 3月 7日，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纪
委副书记何勇表示，中纪委正在想办法制定
官员财产公示的有关条例或者规定；阿勒泰
的试点经验，将是重要参考。

温家宝总理日前做客中国政府网，同样
给予了官员财产公示积极的评价，并称“这
件事情要做得真实而不走过场，就必须建立
制度和制定法律，并且长期地保持下去，使
它收到真正的效果。我们正在积极准备这
项工作。”

“零申报”和“秘密申报”遭质疑

总理给予了积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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