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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作工作报告。

省部官员
七人被查

曹建明作最高检工作报告，
去年4万余人涉职务犯罪被查

违法违规办案和耍特权、逞威风等问题仍时有发
生，极少数检察人员顶风违纪，执法犯法甚至以权谋
私、贪赃枉法，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力。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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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杨华云）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
建明昨日向十一届全国人
大五次会议作工作报告，去
年检察院查办的贪污贿赂
犯 罪 案 件 比 上 年 略 有 上
升，查办涉嫌犯罪县处级
以上国家工作人员数量则
减少了约200人。

四年查处25名省部官员

曹建明表示，去年全年
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
案件32567件44506人，人数
同比增加 1％，其中贪污贿
赂大案 18464 件，涉嫌犯罪
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
员 2524 人，其中厅局级 198
人，省部级7人。

在过去的四年中，仅贪
污贿赂案件中查办的县处
级以上官员就达 10604 人，
其中厅局级总计 771 人，省
部级总计25人。

抓获的在逃职务犯罪

嫌疑人中，去年较前几年大
幅增长，去年共抓获 1631
人 ，前 年这个数字为 1282
人，而在过去四年检察机关
抓获的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
总计 5242人，过去三年追缴
赃款赃物高达223.1亿。

加大查办职务犯罪力度

在提及 2012 年检察工
作时，曹建明表示，将加大
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力度，依法严肃查办发生在
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的
职务犯罪案件，严重损害群
众经济权益、人身权利、民
主权利的案件，发生在工程
建设、房地产开发、土地管
理和矿产资源开发等领域
的案件，破坏生态环境、重
大责任事故、食品药品安全
事件涉及的案件，执法司法
领域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的
案件，以及充当黑恶势力

“保护伞”的案件。

惩治犯罪保障人权并重人权保障

【报告摘编】

最高法报告：正确把
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坚
持依法从严与依法从宽相
结合，惩治刑事犯罪，注重
保障人权，维护社会稳定。

最高检报告：坚持惩
治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
加强对刑讯逼供等违法
取证活动的监督，坚决排
除非法证据。

【解读】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
教授、中国刑事诉讼法学
研究会名誉会长陈光中：

此次刑 诉 法 修 改 增 加
了 尊 重 和 保 障 人 权 的
内 容 。 尊 重 和 保 障人
权首先体现在加强辩护
权的保障。

律师介入侦查阶段，
在侦查方面成为“辩护
人”，凭律师的“三证”能
直接到看守所会见，这在
过去是没有的。包括遏
制刑讯逼供和排除非法
证据，刑诉法修改后都强
调了相关条款。检察院
作为监督部门，提及这些
内容，实际上是对新修改
的刑诉法的执行层面的
回应。

全国政协委员方工：

实际上，两高、公安部、国
家安全部、司法部已经在
2010年联合发布了《关于
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
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
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
定》，对非法证据排除作
出了要求。

现在，刑事诉讼法修
正案即将在本次全国人
大会议上通过，对于保障
人权、排除非法证据的
要求，上升到基本法律
的层面，检察机关就要
以更高的标准去执行，
发挥检察监督职能，加
强 违 法 取 证 活 动 的 监
督，彰显法律的价值。

今年提交全
国人代会审议的
刑诉法修正案草
案，在总则中明
确写入“尊重和
保障人权”。

“人权保障
问题在提请全国
人大常委会二次
审议的时候还没
有规定。现在规
定进去是很大的
亮点。”多次参与
刑诉法草案修订
工作的中国政法
大学终身教授陈
光中说。

【新闻背景】

【报告摘编】

最高法报告：去年审
结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
件 2.7 万件，判处罪犯 2.9
万人。

最高检报告：严肃查
办 贪 污 贿 赂 等 职 务 犯
罪。全年共立案 侦 查 贪
污 贿 赂 大 案 18464 件 ，
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
国 家 工 作 人 员 2524 人
（含厅局级 198 人、省部
级7人）。

【解读】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任建
明：从去年查办的职务犯
罪案件数和人数上，没有
明显的上升趋势。实际
上，目前学界研究腐败案
件时，对于大要案在职务
犯罪案件中的占比非常
关注。因为大要案占比
则能更真实地反映出目
前的腐败现状。

从近 20年来看，大要

案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的
占比明显上升。从查处
省部级官员上看，近几年
查处的人数一直保持在
个位数。查处省部级官
员实际上不仅是在贪腐
上，还有一定政治因素，
最多查处的阶段是在上世
纪九十年代后期，每年查
处的人数都在20个以上。

在 2012 年检察工作
中，将加大查办和预防职务
犯罪工作力度，依法严肃查
办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
干部中的职务犯罪案。

2524县处以上干部涉贪

全面推进量刑规范化

反腐倡廉

量刑标准

【报告摘编】

最高法报告：全面推
进量刑规范化改革，规范
量刑程序，完善量刑方
法，促进量刑公正。

最高检报告：推进量
刑建议改革，重点监督纠
正适用法律错误、量刑畸
轻畸重等问题。

【解读】

全国政协委员、南开
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

一教授：目前仍然存在群
众反应强烈的“同案不同
判”等司法不公现象。其
实“同案同判”是一种理
想状态，有的案件从表面
看相似，但案情在很多方
面还是有差别。当然，对
于案情类似的案件，应该
尽量做到相似的判决。

全国人大代表、清华
大学教授周光权：在司法
实践中，人民法院量刑的
自由裁量权比较大，容易
出现量刑畸轻畸重、量刑
不平衡的问题，有必要对

人民法院刑事审判量刑
活动实施事前监督。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
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忠林：
长期以来，对于量刑这一
块，检察院不管，只要起诉
的罪名正确，被告人被判
有罪，任务就基本完成
了。当然，如果量刑畸轻
畸重，检察院有抗诉的
权利。现在，检察院开
始注重在起诉时，除了对
定罪提出建议，也对量刑
提出意见，努力做到罪刑
相适应。

去年涉足球
系列刑事案件相
继开庭，足球领
域反腐败取得重
要进展。此外，
张家盟、宋晨光、
许迈永、姜人杰
等一批腐败分子
也 受 到 法 律 惩
处。司法机关惩
治贪腐，彰显了
党和国家反腐倡
廉的坚定决心。

【新闻背景】

近年，法院在
审理一些案件时
出现“同案不同
判”，案情相似的案
件，被告人被判处
的刑期却存在较大
差异。刑法中量刑
情节的适用只有原
则性规定，没有统
一的量化标准和尺
度，这就给法官正
确行使自由裁量权
带来困难，容易出
现量刑失衡。

【新闻背景】

立案侦查渎职侵权犯罪

嫌疑人10585人

2011年检察机关工作公诉刑事犯罪

嫌疑人120万人

增4.6%

公诉严重经济犯罪

嫌疑人54891人

增8.1％

立案侦查职务犯罪

嫌疑人44506人

增1％ 增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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