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省部级干部腐败

现象的实证研究
一一以十六大以来 72 名落马省部级官员为例

涂谦*

摘 要:本文选取了党的十六大召开以来，被查处的 72 名省

部级腐败官员为研究样本，采取理论与实证相结合，定量的数理统

计与定性的逻辑分析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对 72 名落马高官的基本

信息以及腐败领域、腐败特征、腐败原因等进行结构化的分析，得

出当前我国省部级领导干部的腐败主要存在腐败时间跨度长、发案

率差异较大、涉案金额大、腐败领域集中、判处死缓人数多、所受

刑罚差异大、亲人涉案和窝案串案明显等结论。同时指出，腐败并

非是单纯的缺乏竞争性民主的结果，国家现代化发展进程和监督制

约制度的缺失，以及特权利益的诱惑，是造成腐败的三大原因。

关键词:十六大省部级干部腐败实证

一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有权力就有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腐败是集体政治生活中

的一个历史性话题，是衡量国家制度绩效的核心指标之一。它渗透于公共权

力与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腐蚀着人们对于政权的信任与认同，影响着一国

事涂谦，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中外政治制度专业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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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

当前中国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期，其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

的进展速度史无前例，社会财富的膨胀、政治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广泛干预和

有效监督机制的欠缺，为腐败提供了滋生的土壤。根据透明国际所公布的

2010 年世界各国清廉指数 (CPI)排行，中国得分为 3.5 分，处于腐败比较

严重的国家之列。①腐败问题正日益成为制约中国未来发展的瓶颈，党对腐

败问题的处理好坏将直接关系到民心向背。

在此大背景下，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和政府高级官员的省部级干部的

腐败问题尤显重要，在中国政治运行架构中，省部级官员的定位为"负有

一定的领导责任，掌握着一个地区、一个部门或一个单位的决策权，具体组

织和指挥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各项工作的开展②这一特殊群体既是中国

经济社会发展大政方针制定的主要参与者和决策者，又是贯彻落实中央政府

政策的重要执行者，他们位高权重，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中流砾柱的作

用。因此，省部级官员腐败问题给中国发展造成的危害也就不言而喻。基于

此，对中国省部级官员的腐败现实进行研究，十分必要，探明其特征和原

因，不仅对于推进党的反腐倡廉建设，造就一支强有力的领导干部队伍，而

且对于维护党的威信权威，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合法性基础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建设，对于腐败的预防、监督与查处相继

出台了《关于中共中央纪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巡视工作的暂行规定》、《关

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

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十六大以来，相继查处了

田凤岐、王怀忠、田凤山、韩桂芝、陈良宇等诸多大案要案，起到了警醒世

人的作用。

本文选取了党的十六大召开以来 (2002 年 11 月 -2011 年 6 月)近一个

政治周期内被查出的 73 名省部级腐败官员为例，③采取理论与实证相结合，

定量的数理统计与定性的逻辑分析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对 73 名落马高官的

① "透明国际"是德国的一个 NGO 组织，近年来在国际社会中影响较大，每年公布一期世界

各国的腐败状况调查报告。 CPI (清廉指数)采用 10 分制. 10 分为最高分，表示最廉洁 3

0 分表示最腐败 8.0 句 10.0 之间表示比较廉洁 5.0 -8.0 之间为轻微腐败 2.5 -5.0 之

间腐败比较严重 o 吨 2.5 之间则为极端腐败。中国 1995 年仅得 2. 16 分. 2∞1 年得 3.15

分. 2∞3 年得 3.4 分. 2∞4 年得 3.4 分. 2009 年得 3.6 分。

③ 胡锦涛(努力把贯彻落实秘学发展观提高到新水平). (求是) 20ω 年第 1 期。

③ 本文使用的政治周期是指一代最高领导集体的执政时间，一般情况下是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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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腐败领域、腐败特征、腐败原因、查处时间、涉案金额等进行结

构化的分析，并总结规律，分析原因，得出结论。

相关理论阐述与概怠界定

(一)理论阐述

对于腐败问题的研究，学术界已有若干代表性观点。倪星等学者从寻租

理论解释腐败，认为"腐败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租金'的存在。只有利

己主义动机与经济租金两种因素相结合，才真正构成腐败行为。从政治学角

度来看，租金泛指在经济干预中，由于行政管制市场竞争而形成的级差收

入，而一切利用行政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被称为寻租行为"。①胡鞍钢、康

晓光等学者从制度层面探讨腐败现象实际上，现实腐败主要是制度性腐

败。腐败现象的产生主要根植于制度缺陷。有了这种制度，使有些正直诚实

的人们一旦获得权力，也会很快堕入腐败的行列，成为制度性腐败的俘

虏。"②何增科从政治权力的委托代理角度认为腐败是滥用受委托的权力

谋取私利的行为。只要权力的委托人和代理人相互分离，槛用受委托的权力

谋取私利的腐败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就始终存在。"③马庆缸从中国人情文化

的视角解释腐败相对于国家法规等正式规则而言被称为‘潜规则'的中

国人情传统，对于权力腐败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视的，它生长于中国宗法族制

的悠久历史和人情大国的深厚土壤;亲情重于理法是其基本价值定位;以情

谋私是其主要功利目的;血缘、乡缘、学缘、业缘四个圈子是其畅行其道的

基本依托;人情开道、旁门左道是其基本交往方式，由腐败走向制度失灵是

其不可避免的结果"。④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用现

代化理论对腐败问题进行了独特的论述，他认为现代化滋生腐化，原因有

三，一是现代化、涉及社会基本价值观的转变，二是现代化开辟了新的财富和

权力来源，三是现代化通过它在政治体制输出方面所造成的变革来加剧腐

① 倪星(论寻租腐败>. (政治学研究> 1997 年第 4 期。

② 胡鞍钢、康晓光: (以制度创新根治腐败). (改革与理论) 1994 年第 3 期。

③ 何增科(构建现代国家廉政制度体系:中国的反腐败与权力监督). (中国政治发展:中

美学者的视角高层研讨会论文集) (内部发行) .第 44 页。

④ 马庆饪<关于腐败的文化分析).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2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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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另外亨廷顿还指出了腐败是现代化进程的"润滑剂是政治"稳定

器"的新颖观点。①

(二)概念界定

腐败是指掌权者非法利用其掌控的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即违法的

"以权谋私"。笔者认为，广泛而纯粹的"以权谋私"如通常的公车私

用、一定额度的公款消费、不合标准的公务接待等领导干部的"不正之

风"现象，只能定义为干部的纪律约束不够或职业操守失范，不能定性为

腐败，即其行为没有超越法律的界限。按照国家关于腐败的行政和司法定

性，涉及腐败的罪名主要包括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滥用职权

罪、玩忽职守罪等，以及纪检部门认定的道德败坏、生活腐化等严重违纪

行为。

省部级官员:包括正部级官员与副部级官员，具体指级别为省部级的党

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纪检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

和人民团体、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中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另外，本文将军队

系统内的中将、少将列入省部级干部范畴中。

三样本概况

(一)资料说明

本文所搜集的 72 名省部级腐败官员样本资料均来自人民网、新华网等

权威媒体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年度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年度工作报

告》及各级纪检机关的公开资料。时间从 2002 年 11 月开始，至 2011 年 6

月止。这 73 个样本也许没有全部覆盖 2002 年 11 月以来的全部落马腐败官

员，如有维漏请见谅。

本文所使用的查处时间是指法院的宣判时间或相关部门作出处罚决定的

时间。本文所使用的刑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榻念，在本文中，刑罚包括

了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缓和死刑之外的政治处罚，如双开(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免职、撤职及其他纪律处分。

① 参见萨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上海世纪出版社， 2008 ，第 45 -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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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腐败宫员基本信息

1.人数

所搜集的 72 个省部级腐败官员分布于 2003 - 2006 年，其中 2007 年数

量最多，达到 14 人，其次是 2004 年和 2010 年，分别是 12 人和 11 人，因

时间截止为 2011 年 6 月，故 2011 年所查处的人数较少，为 4 人， 2003 -

2010 年期间，年均查处人数约 9 人。

表 1 查处人数

年份 人数(人) 所占比例(% ) 年份 人数(人) 所占比例(% ) 

2003 9 12.5 2008 3 4.2 

2004 12 16.7 2009 3 4.2 

2005 9 12.5 2010 11 15. 3 

2006 7 9. 7 2011 4 5.6 

2007 14 19.4 总计 72 100 

2. 级别

在 73 个腐败高官案例中，涉及国家领导人 1 名，是原中央政治局委员、

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正部级官员 17 人，占 23.6% ，副部级 51 人，占约

70.8% ，中将级别 2 人，少将级别 1 人;可看出，十六大以来，我国查处的

省部级腐败官员大部分为副部级官员，所占比例近 7 戚。

3. 年龄

在查处的 72 名省部级官员中，年龄在 70 岁以上的有 2 人，年龄最大为

已退休的原浙江省副省长王钟麓，时年 74 岁，值得注意的是，有几位官员

口级别百分比 因级别人数
ι". . 

少将

中将

副ι l70.8 

正酣俨叫7
l23.6 

国家领导人丑 J4
自 E ' 。 20 40 ω 80 

图 1 腐败官员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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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退休之后仍遭查处，如原国家药监局局长郑彼英、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

高。年龄最小者为原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时年 49 岁，近半成官员查处

时的年龄在 56 - 62 岁，有 31 人，占 43. 1 %, 49 - 55 岁者 19 人，占

26.4% , 63 -69 岁者 20 人，占 27.8% ， 70 岁以上为 2 人，占 2.8% 0 55 岁

和 62 岁的人数都分别为 6 人和 7 人，多于其他年龄段人数，整体平均年龄

为 59. 71 岁。

一-年龄分组所占比例 -+-年岭分组人数
在 80r 43 .1 

~70 

ω 

50 

什 26.4

30 

20 

10 

0 
49 阳 55岁

是大年岭

最小年龄

平均年龄

56-62岁 63 -69岁

回 2 腐败官员年龄分布

表 z 腐败官员竿龄分布

年龄

74 岁

49 岁

59 岁

2 
70岁以上

姓名

原浙江省副省长王钟.

原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

四 省部级官员腐败现象的特征分析

通过对中国腐败现象的主体进行宏观分析，笔者认为有四个分析路径。

第一，按政治权力架构，依据权力的层级和性质分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纵

向可视为"中央一地方"的二元结构，横向为"党委一政府一人大一政

协一纪委一军队一国企一人民团体等"的多元结构。通过两个交叉的维度，

可以梳理出当前省部级官员的腐败多发地，即在哪里腐败。第二，按照腐败

领域的分布进行分析，通过对样本的梳理，笔者认为当前省部级腐败官员的

腐败领域集中于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包括土地批转、承揽工程、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1 rights reserved. htψ://ww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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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审批、资产重组、公司运行、税费减免等;政治领域包括职务升迁、

工作变动、人事录用、干预处理等;不少腐败高官还涉及包养情妇等作风腐

化问题。沿此路径，可得出当前高官腐败的原因，即为了什么而腐败。第

三，依据腐败官员所受的刑罚展开分析，我国对于腐败官员的处理是沿着行

政与司法两条轨道进行，行政处罚包括双开、免职、撤职及其他纪律处分，

司法处罚则是判刑，具体为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缓和死刑，从这两个轨

道入手，可了解腐败高官受到了何种惩处。这也从另一角度反映了当前我国

反腐的实际力度。第四，从官员亲属是否涉案和是否他案牵涉的"内一外"

结构入手，分析当前腐败高官的影响范围。通过以上四个分析路径和所公布

的腐败官员的基本信息，笔者认为当前中国省部级官员腐败现象具有以下特

征。

1.腐败时间跨度长，且腐败期内被提捷现象普遍

官员的腐败时间跨度是指官员初次涉案到被查处的时间距离，在我国高

官的腐败时间跨度是一个综合性指标，是衡量举报机制、案件查处机制、干

部管理和选拔机制等反腐机制的重要标尺之一。在 55 个有明确的腐败时间

跨度的样本中，时间跨度为 10 年以上者 21 人，占 38% ， 5 - 9 年者 25 人，

占 45% ， 5 年以下者 9 人，占 12% ，平均时间跨度为 8.5 年，这意味着腐败

官员在第一次做出贪污或受贿等腐败行为后将近 9 年才会东窗事发。这其

中，跨度最长者为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达 18 年;跨

度最短者是原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仅为 2 个月。

另外，从官员在腐败时期内担任的职务来看，除原辽宁省副省长刘克

田、原湖南省高院院长吴振汉、原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原山西省委副书

记侯伍杰和原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等少数人外，其余高官在腐败期内的职务

口所占比例(% ) 国人数(人)
45 

38 

35 

30 

25 

20 

15 12 

10 

5 

。
10年以上 5-9年 5年以下

图 3 腐败时间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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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变动，甚至有近 80% 的腐败官员职务得到了晋升，其中，陈良宇从厅

局级干部成长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何闽旭由浙江省劳动厅副厅长提拔为安徽

省副省长，韩桂芝由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成为省政协主席。这意味着，这些腐

败高官在此期间不仅能够"自保安全"而且还能经受组织考察、离任审

计、财产申报等一系列外围挑战，到更高的领导岗位把持更大的权力，把持

权力越大，其暴露的可能性越小，如此恶性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2. 腐败部门分布广泛、各部门发票率差异较大

按中国政治权力架构，可将权力分为纵向权力和横向权力两个维度，纵

向可分为"中央一地方"的二元结构，横向为"党委一政府一人大一政

协一纪委-军队一国企一人民团体等"的多元结构。通过两个交叉的维度

的数据可看出，地方发案率比中央发案率高， 72 名省部级腐败官员大部分

来自地方，人数为 52 人，占 72.2% ;来自中央的人数为 20 人，占 27.8% 0 

另外，依据横向权力即权力类型分析，各部门腐败率差异较大，当前腐败现

象已渗透于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纪委、司法、国企、军队及高校和科

研机构中，其中政府部门发案率较高，有 19 人，占 26.4% ，党委部门 13

人，占 18.1% ，人大与国企各 9 人，各占 12.5% ，政协与司法同为 8 人，

各占 1 1. 1% ，高校及科研机构 2 人，占 2.8% ，纪委发案率最低，仅有 1

人，占1. 4% 。 由此可见，现阶段腐败现象及其普遍，呈现结构化的态势，

蔓延在我国公共权力的各个角落，且各部门发案率差异较大。

3. 腐败领域集中，对"钱、板、色"的贪图是腐败商富的共同特征

当前高官腐败领域集中于经济领域、政治领域，且不少腐败高官同时渗

透于两个领域复合型"腐败现象明显。

口极力分布(纵向)人数

口极力分布(纵向)所占比例(%) 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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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权力分布(横向)

经济领域发案率最高，有 60 人，其中，涉及资产重组与公司运行 18

人，土地批转 16 人，税费贷款 15 人，承揽工程 12 人。由此可见，经济审

批与土地批转是当前集中的腐败领域。

省部级高官在政治领域的腐败主要表现是为他人职务升迁变动、人事录

用和干预案件处理等提供便利。在本研究搜集的案例中，有 31 人涉及政治

领域腐败，接近半数，其中涉及职务升迁变动即买官卖官 19 人，利用政治

权力干预他案和打击报复举报人者 10 人，人事录用 2 人。政治领域的腐败

主要集中于买官卖官。

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高官在生活作风上存在严重腐化，在所查处的

72 名腐败高官中，有 22 人有长期包养情妇、道德败坏的问题，占 33.3% , 

这造成了引发高官腐败的一大原因，在包养情妇的官员中，为数不少是为情

妇谋取利益而落马。其中，还有因情妇举报而后院起火导致自己腐败行迹暴

露的高官，如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原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缸、原北京

市副市长刘志华等，皆是如此。原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更是因谋杀

情妇而银铛入狱。故而有人戏称"情妇正在成为反腐阵营的突破口和生力

军"。

表 3 腐败领域统计

经济领域(土地批转、承揽工程、资产重组、公司运行、税费贷款等)

政治领域(职务升迁变动、人事录用、干预处理等)

90.9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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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受贿罪是主要罪名，涉案金额巨大.判处死摄的人鼓最多

在 72 个腐败样本中有 53 人已由法院判决。其中，罪名为受贿罪的腐败

高官占绝大多数，共 51 人，占已判决的 94.4% ，其他罪名依次是巨额财产

来源不明罪 (6 人)、贪污罪 (4 人)、玩忽职守罪 (4 人)、滥用职权罪 (3

人)、挪用公款罪 (3 人)、间谍罪( 1 人)、重婚罪( 1 人)、爆炸罪( 1 

人)。受贿罪依旧是省部级腐败官员的主要罪名。另外，有 16 人涉及两项

及两项以上罪名，如原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丁鑫发涉及受贿和挪用公款

两项罪名，原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涉及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和

爆炸三项罪名。原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院长厉建中涉及贪污、受赔和挪用公

款三项罪名。

襄 4 罪名统计

罪名 人数 所占比例(% ) 罪名 人数 所占比例(% ) 

受贿罪 51 94.4 玩忽职守罪 4 5.6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6 11. 1 间谍罪 1 1. 9 

贪污罪 4 7.4 重婚罪 1 1. 9 

滥用职权罪 3 5.6 爆炸罪 1 

挪用公款罪 3 5.6 

经过统计得出，省部级腐败官员的涉案金额巨大，其中涉案金额 2000

万以上 5 人，原中国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涉案金额 1.9573 亿，创历史

之最，原中国银行副董事长、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总裁刘金宝，涉案金额

2203 万，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涉案 1 亿 6000 万，原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

基涉案 2959.5 万，原深圳市市长许宗衡涉案 3318 万。涉案金额 100 万以下

者仅为 6 人，有 36 人涉案金额集中在 101 万 -10∞万，占总数的 67.9% 。

另外，涉案金额在 1001 万 -1500 万 2 人， 1501 万阳 2000 万 4 人。总体涉案

金额巨大。

官员腐败的代价是受到惩处，将 72 名腐败官员所受的刑罚分为司法处

罚和行政处罚两个方面，受到司法处罚的有 56 人，占 689毛。其中被判处死

缓的人数最多，达 24 人，占所有遭司法处呀人数的 43% ，接近半数。有期

徒刑 17 人，最高者 18 年，为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字;最低者 11 年，有 3

人，为原贵州省副省长刘长贵、原湖北省省长张国光、原山西省委副书记侯

伍杰;判处无期徒刑 11 人，判处死刑 4 人，分别是原山西省副省长王怀忠、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ma1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甲://ww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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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涉案金人数(人) 因涉案金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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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涉案金额

原兰州军区空军副参谋长刘广智、原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和原国家

药监局局长郑彼英。另外，仅受到行政处罚的有 16 人，其中双开(开除党

籍、开除公职)者 8 人，遭免职者 3 人，开除党籍、撤职及其他纪律处分者

5 人。

根据对腐败涉案金额和所受惩处的统计发现，省部级领导官员的腐败案

件不发则已，一发则通常是大案，笔者认为这也正是判处死缓人数最多的原

因。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受贿金额达到00 元则需负刑事责任，而在省部级

官员这一特殊群体中，没有涉案金额较小而遭查处的案例，在 72 个样本中

涉案金额最低者也达 36 万，人们不禁要问，是否是不存在涉案金额较小的

省部级官员?或是目前还未有此类案例出现?在我国所查处的大批厅局级或

更低级别的腐败官员中，涉案金额为几万或十几万而受到了相应刑罚的案例

为数不少。在相当的涉案金额情况下，不同级别的官员是否受到了不同的法

律惩处?另外，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是为数不多的遭查处高级干部中，涉

圈刑罚所占比例(% ) 口刑罚人数

11.1 
百σ

33.3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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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所受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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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金额相对较小，所受刑罚相对较重的官员。这是我国查处腐败案件的一个

独特现象。

s. 亲属涉案、寓案、串案现象明显

依据腐败主体的内外关系结构，可对省部级高官的家庭涉案情况和外部

牵涉情况进行分析。

从内部结构看，为亲属谋取利益，或自居幕后，由亲属出马贪腐是高官

腐败的拙特现象，这既有历史文化的原因也有现实压力的原因 。 一方面，受

传统注重亲情和亲人利益的文化熏染，部分掌权官员为了亲属的利益而丧失

职业操守，出卖公共权力 。 另一方面，基于现实考虑，由亲属出马而自己退

居幕后，能掩人耳目、减小暴露风险。在本文搜集的样本中，确定亲属直接

参与腐败的有 22 人，超过 3 成，如由妻子、儿女出面收受贿赂，由亲属创

办公司作为腐败载体等。另外仍有亲属间接涉案的情况，因公布的资料有

限，无法全部覆盖。

从外部结构看，窝案、串案的出现是省部级官员腐败案的一个显著特

点:通过查处一个或数个行贿人牵出一个或数个官员，或通过查处一个或数

个厅局级官员，牵出一个或数个省部级官员，或通过查处一个或数个省部级

官员，牵出多个省部级官员。这是纪检机关在查处原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

基、原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原贵州省省委书记刘方仁、原国土资源部部

长田凤山、原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韩桂芝、原上海市市委书记陈良宇、江西

省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丁鑫发等省部级腐败官员案子过程中呈现的侦查破案

逻辑。例如，通过原黑龙江省绥化市市委书记马德"买官卖宫"案，牵出了

黑龙江省腐败窝案的核心人物一一时任黑龙江省省委组织部长的韩桂芝，并

在黑龙江省引发了一场"政坛大地震原黑龙江省省长田凤山、原黑龙江人

民检察院原检察长徐发、原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徐衍东、原黑龙江省

委秘书长张秋阳、原黑龙江省副省长付晓光、原黑龙江省人大副主任范广举

等数名省部级高官相继遭到查处，另涉一大批厅局级干部被判刑或撤职①。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是基于十六大以来即 2∞2 年 11 月至 2011 年 6 月，近一个政治周

① 参见陈为升《十六大以来省部级官员腐败问题的实证研究机 2007 年中国优秀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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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我国所查处的 73 名省部级腐败官员的样本研究。所进行的分析和得出

的结论完全是基于这 72 个样本。 笔者据此得出的主要结论有:第一，中国

省部级腐败高官的腐败时间跨度长(平均 8.5 年) ，且在此期间被提拔的现

象普遍。 第二，来自地方组织的腐败官员多于中央机构，腐败在各类职能部

门中呈结构化发展态势。第三钱、权、色"是腐败的高发领域，具体多

为土地批转、税费贷款、公司盈利 、 买官卖官和包养情妇。 第四，受贿罪是

省部级腐败官员的主要罪名，判处死缓的高官数量最多，腐败高官所受刑罚

与涉案金额大小并不显著对称。 第五， "59 岁现象"只在平均意义上成立，

腐败的高发年龄段为 52 至 62 岁 。 第六，亲属涉案、窝案 、 串案的现象明

显 。

显然，在所有的国家中都存在腐败，但同样明显的是，某些国家中的腐

败现象比另一些国家中的腐败现象更普遍;某些国家处于变革时期的腐败现

象比其他时期的腐败现象更普遍①。有观点认为，中国腐败现象严重的原因

是缺乏民主的政治制度，这一观点认为，在西方竞争性民主国家当中，当权

者无时无刻不面临反对党的监督，一旦腐败遭到揭发，则有失去信任和选票

而离任的风险，因此，在西方竞争性民主国家当中，腐败的暴露风险和政治

代价使得当权者小心谨慎地使用手中的权力。但是，这一理论并不具有广泛

的解释力，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 30 年，在同样的威权政治制度下，中国并

没有出现当今如此大规模的腐败，在没有西方竞争性政治制度的条件下，腐

败并没有像理论上所演绎的那样蔓延。 另外，在同样是威权体制的新加坡，

其人民行动党长期一党执政，反而建设了世界上最廉洁高效的国家。 腐败问

题是世界性问题，并非只存在于威权国家中。因此，腐败的原因并非是单一

的欠缺民主制度，而主要是在于国家现代化进程所导致和监督、制约机制的

欠缺。

现代化开辟了新的财富的权力来源 。 握有新资源的新集团的崛起和这些

集团欲使自己在政治领域内产生影响进而获得更大的利益。 现代化进程中的

政府并不是纯粹自由主义意义下的"守夜人"政府，而是决定公共政策 、

广泛干预经济活动和调整利益分配的强力政府。 于是，新崛起的握有资源的

群体，通过非正常渠道而影响政治，能够得到巨大的利益，腐败也就此产生

了 。 腐败在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和拥有财富的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便有了

① 萨缪尔 ·亨廷顿 :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 上海世纪出版社. 2008. 第 4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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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贿受贿和买官卖官。一方面，当权者用手中的政治权力去获取经济利益，

也可用金钱去换取更大政治权力。另一面，手握金钱的人则用金钱俘获当权

者，继而利用当权者所掌握的政治权力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在中国改革开

放之前的 30 年，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没有自由生产和交换的市场经济，

因而就不存在额外的社会财富来源和握有资源的社会群体，政府官员的工资

收入天然高于其他阶层群体，没有腐败的来源和条件。这便是现代化造成腐

败的"诡异"逻辑。

监督机制和制约机制的欠缺是当今中国腐败现象严重的制度原因。我国

对于权力的监督实行的是人民监督和组织监督两条路径，人民监督权力的方

式主要是通过信访举报和法律诉讼，但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指导思想下，

人民群众的信访举报往往异化为不稳定的因素，人民监督权力、表达意见的

方式成为维稳的对象。另外，凭靠人民群众单一的信访举报实际上难以揭露

腐败现象，人民群众掌握的资料是有限的，手中的权力和能力是有限的，要

揭露一个省部级的腐败高官，难度极大。法律诉讼是一个正式的司法途径，

但其经济成本高、时间跨度长，且国家司法独立尚不发达。我国组织监督的

实施载体是各级纪检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但在实际运作当中，这两类组织工

作的开展往往受到行政权力的影响和干预，并没有真正独立运作，这给查处

腐败高官增加了不小的难度。

孟德斯鸪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要防止滥用权力，就

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西方发达国家在三权分立和司法独立的原则下建立政

治架构，三权互不隶属、互相制约，这对腐败现象有着较好的遏制作用。当

前中国并没有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党的一元领导理念往往异化为党委通吃

和一把手领导。我国对于省部级官员的定位是"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掌

握着一个地区、一个部门或一个单位的决策权，具体组织和指挥本地区本部

门本单位各项工作的开展实际权力非常大，往往是决策、执行与监督角

色的三重合一，没有平行的权力制约，是我国腐败的制度性根源。

另外，我国官员的福利待遇与其行政级别是直接相关的，这一制度性的

安排所造成的结果是各类官员因级别的不同而享受不同的待遇，级别不同的

官员所配备的公车不同，其出行的交通与食宿待遇不同，各地对不同级别高

官的接待标准也不同，各个档次的待遇成为高官的地位标志和权力象征，加

之"公款吃喝、公务旅游"等不正之风的长期存在，给予公共权力掌控者

极大诱惑。特权待遇的事实存在，为腐败现象发生的一大诱因。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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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名省部级腐败官员统计表 (2002. 11 - 2011.6) 

序
姓名

查处
年由专 职务 级别

腐败时间
腐败事实 罪名 涉案金额 刑罚

是否家

号 时间 跨度 人涉案

辽宁省高级人民
为他人在申请贷款、成立

1 回凤岐 2003 61 
法学院院长

副部级 1997 句 2001 公司、承揽工程、职务升迁 受贿罪 人民币 330 万元 元期徒刑 是

等处谋取利益

2 丛福奎 2003 61 
河北省政府常务

副部级 1997 -2000 
为他人谋取利益 、生活腐

受贿罪 人民币 936 万元 死缓
副省长 化

3 李嘉廷 2003 59 
云南省委副书记、

正部级 1994 - 2000 
单独或伙同其子收受他人

受贿罪 人民币 1810 万元 死缓 是
省长 贿赂

河北省书记、省
为子女及身边工作人员进 开除党籍处

4 程维高 2003 70 
人大常委会主任

正部级 1993 句 2003 行违纪违法活动负有重要 分，撤销其正 是

责任，打击报复举报人 省级职级待遇

5 王雪冰 2003 51 
中国建设银行行

正部级 1993 - 2001 
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或企

受贿罪 人民币 115 . 14 万元
有 期徒刑 12

长 业谋取利益 年

安徽省人民政府
利用职务便利 ， 为他人在 受贿罪、巨 人民币 517 万元、价值人

6 王怀忠 2003 57 副部级 1994 -2创M 土地批租、房地产开发、贷 额财产来源 民币 480 万余元的巨额财 死刑
副省长

款等方面谋取利益 不明罪 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7 高严 2003 61 
国家电力公司党

正部级 1995 - 2∞2 涉嫌经济犯罪、生活腐化 外逃 不详
双开(开除党

是
组书记、总经理 籍，开除公职)

广东省政法委副
为他人谋取利益、生活腐 有期徒刑 15

8 麦崇楷 2003 69 书记、省高级人 副部级 1994 -1998 受贿罪 人民币\06 万元 是

民法院院长
化 年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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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姓名

查处
年龄 职务 级别

腐败时间
腐败事实 罪名 涉案金额 刑罚

是否家

号 时间 跨度 人涉案

9 肖怀枢 2∞3 62 广州军区副政委 中将 不详 涉燎贪污、受贿 2∞3 年双规

山东省政协副主
为有关企业和个人在解决

\0 潘广田 2创)4 59 
席

副部级 1992 -2001 贷款规模、审批贷款项目、 受贿罪 人民币 153.9 万元 无期徒刑 是

推荐贷款等方面谋取利益

贵州省委书记、
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

人民币 149 万元、美元

11 刘方仁 2004 68 省人大常委会主 正部级 1995 - 2∞2 受贿罪 1. 99 万元、劳力士手表一 无期徒刑 是

任
赂、生活腐化

对(价值 10.6 万元)

人民币 8.78 万元、港币 1

万元、美元 2 千元，住房一

云南省委宣传部
套{价值人民币 110. 1613 

有期徒刑 12
12 集王群 2侃" 49 副部级 1994-2ω2 为他人谋取利益 受贿罪 万元)、劳力士表一块(价

* 值人民币 3.8 万元)、霄达
年

表一块(价值人民币 2.38

万元)

贵州省人民政府
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在 受贿罪、巨

人民币 110 万元、美元 3 有期徒刑 11
13 刘*贵 2创)4 58 副部级 1995 - 2创)() 土地开发、承揽工程谋取 额财产来源 是

副省长
利益 不明罪

万元 年

湖北省委副书 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申
有期徒刑 11

14 张国光 2ω4 59 记、省人民政府 正部级 1989 -1999 请贷款、承揽工程、职务升 受贿罪 人民币 57 万余元

省长 迁谋取利益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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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姓名

查处
年龄 职务 级别

腐败时间
腐败事实 罪名 涉案金额 刑罚

是否家

号 时间 跨度 人涉案

湖南省高级人民
干预有关诉讼案件的审理

15 吴振汉 2004 64 副部级 1998 - 2003 和执行、帮助他人职务晋 受贿罪 人民币 606 万元 死缓 是
法院院长

升及承揽工程

浙江省人民政府 收受贿赂、滥用职权、生活 受贿罪、滥
人民币 39 万元、街私舞弊

有期徒刑 12
16 王钟麓 2004 74 副部级 1993 - 1998 造成公司亏损 4447 万余 是

副省长 腐化 用职权罪 年
7G 

17 张秋阳 2004 50 
黑龙江省委常

副部级 不详
涉及问题严重，已不适于

免职
委、秘书长 担任领导职务

黑龙江省人民政 涉及问题严重，已不适于
免去省委委

18 付晓光 2004 52 副部级 不详 员、自动请辞
府副省长 担任领导职务

副省长职务

19 范广举 2004 58 
黑龙江省人大常

副部级 不详
涉及问题严重，已不适于

免职
委会副主任 担任领导职务

黑龙江省高级人 涉及问题严重，已不适于
双开(开出党

20 徐衍东 2004 55 副部级 不详 籍、开除公
民法院院长 担任领导职务

职)

空军指挥学院院

21 刘广智 2004 57 长、兰州军区空 少将 不详 泄露国家绝密情报 间谍罪 不详 死刑 是

军副参谋长

22 张凯 2005 64 
广东省人大常委

副部级 1989 - 2001 收受贿赂及其他严重违纪
人民币 57 万元、港币 13

开除党籍
会副主任 万元、美元1. 4 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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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姓名

查处
年龄 职务 级别

腐败时间
腐败事实 罪名 涉案金额 刑罚

是否家

号 时间 跨度 人涉案

2∞3 年开除党

23 
阿曼

2005 55 
新疆维吾尔族自

副部级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籍、2∞5 年开

晗育 治区政府副主席 庭审理但并未

宣判

辽宁省人民政府
为企业延期还贷、免交税

有期徒刑 12
24 刘克回 2∞5 54 副部级 2创)() - 2∞2 务罚款谋取利益、收受贿 受贿罪 人民币 13 1. 7 万元

副省长
赂

年

25 张宗海 2005 55 
重庆市委常委、

副部级 不详
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

受贿罪 人民币 3∞万元
有期徒刑 15

宣传部长 利益、生活腐化 年

黑龙江省人民检 涉及问题严重，已不适于
双开(开除党

26 徐发 2ω5 59 副部级 不详 籍、开除公
察院检察民 担任领导职务

职)

中国电力企业联

27 林孔兴 2ω5 65 
合会副理事长、

副部级 1998 -2∞2 
利用职务之便伙同妻子收

受贿罪 人民币 36 万余元
有期徒刑 13

是
华中电力集团总 受贿赂 年

经理

中国银行副董事 贪污罪、受
人民币 752 万余元、 1451

28 刘金宝 2005 53 
长、中国银行

副部级 1993 - 2003 
侵吞公款、收受贿赂生活 贿罪、巨额

万余元巨额财产不能说明 死缓
{香港)有限公 腐化 财产来源不

合法来源
司总裁 明罪

29 因凤山 2∞5 65 国土资源部部长 正部级 1996 町 2003
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

受贿罪 人民币 436 万余元 无期徒刑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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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姓名

查处
年由专 职务 级别

腐败时间
腐败事实 罪名 涉案金额 刑罚

是否家

号 时间 跨度 人涉案

30 部桂芝 2005 62 
黑龙江省政协主

正部级 1993 句 2003
职务晋升、职务调整谋取

受贿罪 人民币 702 万余元 死缓
席 利益、收受贿赂

中国运载火箭技
贪?亏罪、受

31 厉建中 2006 69 副部级 不详 贿 罪、 挪用 人民币 300 万余元 无期徒刑
术研究院院长

公款罪

32 张恩照 2006 60 
中国建设银行行

正部级 2000 -2004 
提供贷款 、信息系统采购 、

受贿罪 人民币 419 万
有期徒刑 15

长 存储设备采购 年

江苏省委常委、
为他人在职务晋升、工作

33 徐国建 2006 62 副部级 1992 - 2004 调动 、 企业经营、收购股 受贿罪 人民币 640. 1 万元 死缓 是
组织部长

权、办理贷款时谋取利益

干涉走私、偷税、合同诈骗

丁鑫发 63 
江西省人民检察

副部级 1993 - 2003 
等案件查处、打击报复举 受贿罪 、 挪 受贿人民币 275.6 万余 有期徒刑 17

34 2006 
报人 、为儿子谋取巨额利 用公款罪 元、挪用公款 110 万元 年

是
院检察长

益

35 单平 2006 60 天津大学校长 副部级 2∞。 -2006
校企股份制改造中严重失

不详 撤职
职、造成学校重大损失

侯伍杰 山西省委副书记 副部级
2000.9-

职务晋升 受贿罪 人民币 88 万元
有期徒刑 11

36 2006 61 
200 1. 1 年

37 王守业 2006 63 海军副司令员 中将 2001 句 2006
道德败坏、生活腐化 、 贪 贪污 罪、 挪 贪污人民币 1 亿 6000 万

死缓
污 、挪用公款 用公款罪 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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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姓名

查处
年'专 职务 级别

腐败时间
腐败事实 罪名 涉案金额 刑罚

是否家

号 时间 跨度 人涉案

为他人职务晋升、工作调

38 荆福生 2007 55 
福建省委常委、

副部级 1989 - 2005 
动、企业改造、承揽工程谋

受贿罪 人民币 766.75 万元 元期徒刑
宣传部长 取利益，生活腐化、道德败

坏

安徽省人民政府
为他人职务晋升、承揽工

39 何闽旭 2ω7 52 副部级 1991 - 2∞6 程、土地出让、减免税收等 受贿罪 人民币 841 万元 死缓
副省长

谋取利益，生活堕辖腐化

40 李宝金 2007 65 
天津市人民检察

副部级 1996 句 2006
滥用职权、私设外账、承缆 受贿罪、玩 受贿人民币 562 万元、挪

死缓
院检察长 工程、房产开发、生活腐化 忽职守罪 用公款 1400 万元

职务晋升、协调贷款、企业 受贿罪、巨 受贿 704.2156 万元、

41 王昭耀 2007 63 安徽省委副书记 副部级 1990 - 2∞5 经营、房产开发、公务员录 额财产来源 649.404759 万元不能说 死缓 是

用 不明罪 明合法来源

广西壮族自治区
伙同他人虚报项目、骗取

贪污罪 、 受
受贿人民币 328 万余元 、

有期徒刑 18
42 孙揄 2007 50 副部级 2∞3 - 2∞7 巨额财政资金、受贿、生活 骗取财政资金 4∞万元 、

副主席
腐化

贿罪
其中 80 万未遂

年

陕西省政协副主 收受贿赂、严重失职渎职、 受贿罪、玩
受贿人民币 48 万余元、玩

有期徒刑 12
43 庞家银 2007 63 副部级 1997 - 1999 忽职守造成国家损失 3. 16 

席 生活腐化、道德败坏 忽职守罪
亿元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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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时间
腐败事实 罪名 涉案金额 刑罚

是否家

号 时间 跨度 人涉案

为他人职务晋升、开脱罪
爆炸罪、受

受贿人民币 169 万余元、
济南市人大常委 贿罪、巨额

44 段义和 2007 61 副部级 2000 -2007 责提供便利、生活腐化、涉
财产来源不

110 万巨额财产不能说明 死刑
会主任

嫌故意杀人 合法来源
明罪

45 朱作勇 2007 65 
甘肃省政协副主

副部级 1994 -2004 
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

受贿罪 人民币 170 万余元
有期徒刑 12

席 受他人给予的款物 年

广东省副省长、 双开(开除党

46 刘维明 2007 69 省政协常务副主 副部级 1992 - 2002 为其子谋取巨额非法利益 元 不详 籍、开除公 是

席 职)

河南省人大常委
为他人及企业协调贷款、 受贿罪、巨

受贿人民币 634 万余元、
47 王有杰 2007 66 副部级 1994 -2005 土地开发、税收减免等谋 额财产来源

890 万余元财产来源不明
死缓 是

会副主任
取利益、出卖国有资产 不明罪

郑彼英 2007 63 
国家食品药品监

副部级 1997 -2006 
药品进口、审批和医疗器 受贿罪、玩

人民币 649 万元 死刑 是48 
督管理局局长 械审批谋取利益 忽职守

邱晓华 2007 49 国家统计局局长 正部级 不详
收受不法企业主所送现

重婚罪 不详 有期徒刑49 
金、生活腐化、重婚

道德败坏、生活腐化、滥用
开除党籍、自

50 宋平顺 2007 62 天津市政协主席 正部级 不详 职权、为情妇谋取巨额利 无 不详
杀身亡

益

中国石油化工股 为他人企业经营、承揽工

51 陈同海 2007 59 份有限公司董事 正部级 1999 -2007 程、转让土地谋取利益，生 受贿罪 人民币 1.9576 亿元 死缓

长 活腐化

。
3
茧
'
M
O
-
N
h
v
g
o
k
o
S
S
E
H
。

5
"
-
E
g
g
B
E
E
-
m
F
S
E
g
o
-
E且
阴F
a
叫
E
g
o
s
-

-
M
R
M
M

皂
，
司
君d



n
t囚
战
吕
齿
」
H

自
画
建
国
M
W
B嗣
同
盟
唱
"

Nhpu 

续襄

序
姓名

查处
年龄 职务 级别

腐败时间
腐败事实 罪名 涉案金额 刑罚

是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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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委副书 为他人及企业在房地产开

52 杜世成 2008 58 记、青岛市委书 副部级 2创)() - 2006 发、土地转让、承揽工程等 受贿罪 人民币 626 万余元 无期徒刑 是

记 方面谋取利益，生活腐化

利用职权帮助他人取得土

53 王武龙 2008 66 
江苏省人大常委

副部级 1995 句 2006
地使用权、土地出让金减

受贿罪 人民币 683 万余元 死缓
会副主任 免、承揽工程，于涉案件处

理

中共中央政治局
拆迁补偿、获得财政补贴

54 陈良宇 2∞s 62 委员、上海市委
国家

1988 - 2ω6 
款、解决楼盘闲置、项目审 受贿罪、温 索取或收受财物， 239 万 有期徒刑 18

是

书记
领导人 批、捆商合作、土地规划、 用职权罪 余元 年

职务升迁、挪用社保基金

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

55 陈绍基 2∞9 64 广东省政协主席 正部级 1992 -2009 
取利益，单独或者伙同其

受贿罪 人民币 2959.5 万余元 死缓 是
子、情妇另索取及收受他

人给予的财物，生活腐化

资产量换、土地开发、职务

北京市人民政府
晋升及银行贷款索要收受

56 刘志华 2009 60 副部级 1999 - 2(泪6 贿赂;生活腐化堕落，包养 受贿罪 人民币 696.59 万元 死缓
副市长

情妇并滥用职权谋取巨额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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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通信集
免职、正接受

57 张春江 2009 51 团公司党组书 副部级 不详 涉嫌严重经济问题

记、副总裁
组织调查

中国核工业集团 双开( 开除党

58 康日新 2010 57 公司原总经理、 正部级 不详 涉嫌严重经济问题 籍、开除公

党组书记 职}

辽宁省人大常委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 双开(开除党

59 宋勇 2010 55 副部级 不详 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 籍、开除公
会副主任

违反规定收受礼金 职 )

利用职务便利和职权、地

最高人民法院副
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在有

受贿罪、贪
受贿人民币 390 万余元、

60 黄松有 2010 53 副部级 1997 句 2008 关案件的审判、执行等方 骗取公款 308 万元，个人 元期徒刑
院长

面为陈卓伦等五人谋取利
污罪

所得 120 万元

益

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

61 黄藩 2010 62 贵州省政协主席 正部级 1993 - 2009 
经营、调整土地规划、职务

受贿罪 人民币 954 万余元 死缓
升迁 、案件审理等事项上

提供帮助

国家开发银行行
职务便利，为数名请托人

62 王益 2010 54 副部级 1999 句 2008 谋取利益，索取、收受对方 受贿罪 人民币 1196 万余元 死缓
长

钱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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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大常委
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非

63 米凤君 2010 68 副部级 1992 - 2∞8 法收受 16 人给予的财物、 受贿罪 人民币 628 万余元 死缓
会原副主任

生活腐化

为 11 个单位和 15 名个人

64 陈少勇 2010 55 
福建省委常委、

副部级 1992 - 2008 
在企业经营、职务晋升等

受贿罪 人民币 819 万余元 无期徒刑
秘书长 事项提供帮助，先后多次

索取和收受有关人员财物

受贿人民币 771 万余元，

浙江省委常委、
为他人在企业经营、职务 对其家庭财产、支出超出

65 王华元 2010 62 
省纪委书记

副部级 1998 - 2∞9 升迁、案件处理、逃避抓捕 受贿罪 合法收入的折合人民币 死缓

等事项上谋取利益 894 万余元的部分不能说

明来源

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

66 郑少东 2010 52 
公安部党委委

副部级 2001 -2007 
案件查处、职务费升、就业

受贿罪 人民币 826 万元 死缓
员、部长助理 安排等方面牟取利益，索

取或收受他人款物

天津市委常委、 职务便利，为他人牟取利
受贿罪、滥 受贿人民币 755 万元，造 双开、未当庭

67 皮黔生 2010 59 滨海新区管理委 副部级 1995 - 2005 益，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 是

员会主任 物，滥用职权
用职权罪 成国有资产损失 2.2 亿元 宣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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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职务便利，为有关单

全国人大常委会 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申

68 朱志刚 20 \0 60 预算工作委员会 正部级 2001 句 2008 请贷款、调动工作等事项 受贿罪 人民币 744 万余元 无期徒刑

主任 上提供帮助，索取、收受他

人财物

69 刘志军 2011 58 
铁道部党组书

正部级 不详 涉嫌严重违纪
免职、正接受

记、部长 组织调查

利用职务便利，为 14 个单

宁夏回族自治区
位或个人在房地产开发、

70 李堂堂 2011 57 副部级 1998 - 2009 企业建设用地审批、承揽 受贿罪 人民币 768 万余元 元期徒刑
副主席

工程、安排工作等方面谋

取利益

利用职务便利，为余伟良

等 9 个单位或个人在变更

71 许宗衡 2011 56 
深圳市委副书

副部级 2创】1 町 2009
土地规划、承揽王程、职务

受贿罪 人民币 3318 万余元 死缓
记 、市长 升迁等方面谋取利益，先

后多次收受相关人员给予

的财物

全国政协人口资 双开(开除党

72 李元 2011 64 源环境委员会副 副部级 不详 涉嫌违纪 籍、开除公

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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