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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了 国 有
企业负责人、中

资 驻 外 机 构 负 责
人 和 政 府 官 员 携

款外逃 ，金 融 行 业 内
负责人或者主管人员
外 逃 ，成 为 贪 官 外 逃

的重灾区。
在记者采访中确定的 59 人外逃

“裸官”名单中，金融行业占据 24%，涉
案数额高达将近 18 亿元。这些人员
中，年龄最小的案发时只有 25 岁，大
部分犯罪嫌疑人在 30 岁至 40 岁之间。

其 中 ，中 国 银 行 广 东 开 平 支 行
外逃窝案即是典型。

2001 年 10 月初，中国银行在首
次对全国计算机实现联网监控时，
发 现 账 目 存 在 高 达 4.82 亿 美 元 联
行资金的缺口，事发地点被锁定在
广 东 开 平 。 当 年 10 月 12 日 ，银 行
方 面 发 现 中 国 银 行 广 东 开 平 支 行
前 后 三 任 行 长 许 超 凡 、余 振 东 、许

国俊下落不明，随即向有关部门报
案。经公安机关的紧急侦查，发现
涉 嫌 挪 用 巨 资 的 这 三 任 行 长 已 潜
逃 到 香 港 ，随 后 转 机 到 了 加 拿 大 、
美国。

另一金融大案——中国银行黑
龙江省分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原行
长高山案，则将“裸官”的概念演绎得
淋漓尽致。

心思深沉，外表踏实的高山，给
同事制造了一个假象：妻子李雪在
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心理学硕士，女
儿高山雪莲则在河南郑州的外祖母
家 。 实 际 上 ，从 2002 年 起 ，李 雪 在
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学习心理学；高
山雪莲则已在加拿大温哥华定居。

2004 年 12 月，高山外逃。2005 年
1 月 4 日，高山案发。此后查证，高山
主要作案手段是票据诈骗，涉案总金
额超过 10 亿元。2012 年 8 月 13 日，高
山回国投案自首，今年 9 月 29 日出庭
受审。

2010 年是中国反腐的又一高潮期。当
年2月，国家预防腐败局发布《2010年工作要
点》——这是在该局成立3年后，监管“裸官”
首次作为工作重点被提出。

2010 年 5 月 19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颁布实施《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
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
行规定》。

随后，2010年7月，新版《关于领导干部报
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颁发。

2012年1月4日，广东省委发布《关于加
强市、县领导班子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
其中规定，公职人员的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

（境）外的，原则上不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敏
感岗位的领导职务。

2013年，一个无法被忽视的反腐现象，是
纪委的强势发力。严管“裸官”干部，已被高层
领导放入明确目标。

对“裸官”的规制从党纪党规转入立法
轨道，让预防腐败的议题走向法制化。不
过，要想“裸官”问题获得根本治理，仍有待
在国家层面的强有力的反腐败法律出台。
据《财经》

金融行业重灾区
嫌疑人多在30岁至40岁

一、亲属先行“裸官”的特征之一，即是
安排配偶和子女定居国外。对于预谋外逃
的“裸官”而言，这种安排无疑是最安全和最
可靠的。这一步并不难实现。作为在境内
利益诉求和政治资源的交换，谙熟此规则的
中介公司，以及负责接应的业务客户、生意
关系均是这一步的铺路石。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贪官的情妇也扮演了
外逃过程中的重要角色。例如，在全国人大常
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案中，其将情妇安排在
香港定居，将巨额赃款都转移到情妇名下。

二、资产随后 转移资产的手段及方式
多样，概括起来大体有如下种类：现金走私，
由官员直接随身带出境；通过合法金融系统
的现金交易、账户付款、海外业务、贷款和其
他金融交易实现交易套现；以贸易为掩护的
方式，即非法所得通过进出口货物，虚构或
伪造进出口合同、海运单据、海关报关单和
其他相关文件的方式套现；通过地下钱庄系
统转移资产；借助电子货币、网上金融服务
以及股票期权、远期外汇汇率合同等新的金
融衍生品向境外转移资产；通过设立海外空
壳公司的方式转移资产和套现。

三、择机外逃 首先是获得出境证件的问
题。已有的样本显示，这些外逃官员或制作假
证，或持有多个护照，有些也并未上交其私人
护照。这些证照不在审批和报备之列，不仅导
致单位无法对其进行监控，一人多证的现象，
也给案发后追查财产、资料带来阻碍。

至于所列出境的缘由，除了最常见的养病、
休假，官员外逃还经常发生于公务考察时。两
者的特点呈现为突然消失以及滞留不归。

“三步走”实现外逃

监管趋严，需法律规范

裸官报告：金融业成重灾区
59人涉案数十亿元
抓外逃贪官，我国6年追回赃款540亿

上世纪 90 年代末至本世纪初期的
几年，贪官外逃到达了高发期。

中国人民银行的直属机构中国反
洗钱监测分析中心一份《我国腐败分
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
研究》的报告确认：中国官员因为经济
犯罪外逃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

该报告同时披露，公安部 2006 年
5 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公布时间，
中国已陆续缉捕到外逃的经济犯罪嫌
疑人 320 人左右，直接涉案金额近 700
亿元。

上述报告记录的另一组数
据更为惊人：“据中国社会科学
院一份调研资料披露，从上世
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
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
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
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

踪人员数目高达 1.6 万至
1.8 万人，携
带 款 项 达
8000 亿元。”

上述数据一直遭到质疑，但至今
没有一个权威部门站出来证实真实数
据。

一组比较有明确消息源的数据
是，2001 年 1 月，最高检察院和公安部
联合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追捕在
逃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嫌疑人的行
动。新华社当日发布消息称，“据不完
全统计，目前有 4000 多名贪污贿赂犯
罪嫌疑人携公款 50 多亿元在逃。其
中，有的已潜逃出境。”

最高检察院工作报告记载，2007
年在境内外追逃追赃上，对在逃的
5724 名职务犯罪嫌疑人已抓获 4547
名，追缴赃款赃物 244.8 亿多元。

对比 2000 年至 2003 年、2007 年和
2012 年境内外追赃和追逃的数字可
见：2000 年至 2003 年，归案的潜逃境
内 外 的 贪 官 人 均 携 款 约 430 万 元 ；
2007 年，人均携款约 540 万元；2012
年，人均携款约 480 万元。上述 6 个年
份中，仅追回的赃款总计即达 540 亿
元左右，人均约 480 万元。

最新一期的
《财经》杂志
刊出封面文
章：中国“裸
官报告”，详
细 阐 述 了
“裸官”的概
念、发展、外
逃途径及潜
在危害。
其中提到 2000
年至2003年，归
案的潜逃境内外
的贪官人均携款
约 430 万 元 ；
2007年，人均携
款约540万元；2012
年，人均携款约 480
万元。平均下来人均
携款近500万元。
里面还提到除了国有
企业负责人、中资驻外
机构负责人和政府官
员携款外逃，金融行业
内负责人或者主管人
员外逃，成为贪官外逃
的重灾区。在本报告
中，有据可查的59人
的涉案总金额高达数
十亿元。其中金融行
业占据 24%，涉案数
额高达将近18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