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盘点各省份 2014 年纪委全
会工作报告发现，“创新体制改革”成
为2014年各地方反腐工作要求重点。

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后，“加强反
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写进
会议公报，此后中纪委又连续释放“完
善纪检双重领导体制”的信号，这再度
引起舆论对于未来纪检体制改革方向
与步骤的讨论。

近期值得注意的是，中纪委三次

全会召开后，中央纪委研究室在中央
纪委监察部网站进行解读指出，体制
障碍是反腐最大的障碍，机制缺陷是
根本的缺陷。并强调，推进党的纪律
检查体制改革创新。

北京纪委将加强反腐体制创新放
在 2014 年工作重点的首位，提出实行

“一案双查”，对发生重大腐败案件和
不正之风长期滋生蔓延的，既追究当
事人责任，又要追究相关领导责任。

统计
“创新体制改革”成高频词

记者梳理各地纪委全会报道时发
现，廉政建设责任制、强化上级纪委对
下级纪委的领导、完善纪检监察派驻
机构和加强巡视是地方纪委 2014 年
重点工作中被提及最多的4个方面。

反腐败研究学者、北京大学廉政
中心主任李成言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目前纪委监督体系仍存在“上紧下松”
的问题，即中央及省级纪委监督权威
性较大，且具有相对超脱性，而越是到
地方纪委，尤其是基层纪委，其监督权
存在相对弱化的趋势。

在李成言看来，原因在于两个方
面。一方面，限于体制上的设计，基层
纪委人、财、物受限于当地党委、政府，
自身无法“硬气”起来；另一方面，基层
纪委所处的社会环境也更加复杂。

李成言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
纪委全会都提出对纪律检查体制进行
改革，但这里需要明确的是，进行纪检
体制改革，是为了更好地发挥纪委监
督职责，给纪检部门加责任压担子，绝
不是削弱同级党委的领导，更不是弱
化同级党委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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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纪委1月密集召开全会部署廉政反腐

地方纪委 今年反腐强化四大任务
分别为廉政建设责任制 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

完善纪检监察派驻机构 加强巡视
在2013年的反腐浪潮中，除中央纪委外，各地方纪委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今年1月份，各省区市纪委相继召开全会，一方面总结2013年工作，另一方面对
2014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进行部署。记者梳理22个省份纪委全会报
道时发现，多数地方纪委都提出了“创新体制改革”。其中廉政建设责任制、强化
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完善纪检监察派驻机构和加强巡视是地方纪委
2014年重点工作中被提及最多的4个方面。新年伊始，江苏省纪委亮出了

自己的“成绩单”：2013年立案10387
件，查处地厅级官员13人。

2013年的前5年，江苏才查办了
17 名厅级以上官员。所以，在 1 月
13 日江苏省委首场新闻发布会上，
江苏省纪委不吝给自己一个赞——

“近年来力度最大”。
这几个字不仅适合江苏，也适

合很多地区。
记者收集统计各省纪委全会公

报发现，截至 1 月底，全国至少有 17
个省市公布了确切的查处厅级官员
数，其中广东力度最大，查处了38名
厅级官员。

发现，较之以往，多省查处的厅
官增加一倍。贵州省纪检监察机关
查处地厅级干部 12 人，同比上升
140%；湖北省共查办市厅级领导干
部案件 29 件，同比上升 123%；黑龙
江全省处分厅级干部 11 人，同比上
升 83%；吉林省去年查办地厅级干
部案件同比增长40%。

通过梳理各地公开报道进行统
计，2013 年全国检察机关查处厅级
官员至少227人（部分地区未披露或
尚未披露具体数字），这一数字已经
超 过 2012 年 的 179 人 ，增 幅 超 过
25%。事实上，全国检察机关 2013
年“打落”至少227名厅官，这一数字
在近10年来也是最多的。

记者查阅 2003 年至 2013 年的
反腐资料发现，每年落马的厅官人
数全国范围总数多在200人以下。

《2013 年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情况》称：“从高官被查处
的密度和速度来看，新一届中央领
导层的反腐败力度，近30年最大。”

据中央纪委提供的《2013 年度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
披露，2013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的
立案数、结案数、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人数，分别比 2012 年同期增长了
11.2%、12.7%和13.3%。全国纪检监
察机关接受群众信访举报的总量，
比2012年“猛增”了近五成（49.2%）；
而被处分的官员中，县处级以上干
部6400多人，增长近四成（36.3%）。

目前已公布的省份反腐“成绩
单”中，不论从接到反映问题的线索
还是立案件数，还是查处人数，都呈
明显上升趋势，尤其受到处分的厅
级以上官员人数，更是增长幅度远
远超过100%。

“中央纪委的反腐指向，让这些
地方纪委感到了压力，需要加大查
案的力度以与中央保持一致。”反腐
专家分析称。

数据
多省份落马厅官 同比翻番

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
王文章副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此前由于种种原因地方纪
委在反腐方面的作为有限，凡
在媒体上曝光的腐败案件，大
多都是中纪委亲自出马查办，
少见地方纪委的作为。通过新
一轮的创新体制改革，地方纪
委有望在2014年发挥重要的作
用。

“中国这么大，13 亿人口，
都 要 中 央 来 管 ，也 是 不 现 实
的。”

王文章说，众所周知，现行
的纪检体制是双重领导，以同
级党委为主。它的缺陷就是对
同级党委监督很困难，特别是
对同级党委一把手而言。最近
几年，省、市高官涉贪案件的频
频发生，与地方纪委反腐职能
的疲弱有“很大关系”。

此外，地方纪委书记由于
长时间在一地任职，在查办当
地一些重大腐败案件时或迫于
领导架构，或碍于同僚面子，常
常有所顾忌，难以突破“关系
网”、“人情网”的困扰。一些地
方大案要案的彻底查办，多数
需中纪委直接介入。

因而王文章分析，当四大
直辖市纪委书记由中央或外地

“空降”，地方纪委书记不再担
任省（市）委副书记、改任常委
等“新闻”频频进入民众的视野
时，引来了一片叫好之声。此
举最直接的效应便是“人际隔
离”，有利于地方纪委书记“独
立观察思考”、“独立决策断
案”，免去人事人情干扰。

王文章说，党中央高度重
视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
制度保障，从而成为地方纪委
全会的重要内容。三中全会

《决定》专门就“健全反腐倡廉
法规制度体系”提出明确要求，
地方纪委会逐渐摸索用法治思
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的制度
模式。“我认为，2014年，地方纪
委在反腐力度、强度、速度上较
以往都会有更大的提升，反腐
将大有作为。”
据《法制晚报》

展望
“人际隔离”
利于地方纪委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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