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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 博 士 論 文 Doctoral Program,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中共中央紀檢組織反腐功能研究 -以偵辦陳良宇案為例 An Analysis of the CCP’s Anti-corruption Organization: With a Case Study of CHEN, LING-YU’s Bribery 李世明 LEE, SHYH-MING 指導教授： 指導教授：高輝博士 Advisor: Dr. GAO, HUI 中華民國 97 年 12 月 ,2008 December,2008 論文摘要 政治貪腐(political corruption)是政治學普遍關注的問題，其 內容涉及執政者的合法性與穩定性，同時也與國家競爭力相關。 綜觀貪腐犯罪發生，通常具備動機、機會與風險評估三個要素， 中共黨委書記擁有審批權力，因而增加貪腐機會，又自認工作辛 勞，但報酬遠較民間企業低，故自行由貪腐來補償。另渠掌控轄 內行政、立法與司法職權，評估被查獲貪腐之風險極低，因此在 理性自利思考後選擇貪腐，此係中共貪腐問題惡化的主因。 本研究從政治系統論的觀點，由中共中央紀檢組織設置、反 腐執行與困境，檢視其反腐功能，再以該組織偵辦中央政治局前 委員陳良宇案為例，驗證其反腐功能。研究發現，中央紀律檢查 委員會在中共政治體制設計中，其地位與中央委員會平行，二者 均由全國黨代表大會選出，中央紀檢組織負有監督中央委員會政 策執行之功能。惟，共黨各級紀檢書記選任由同級黨委書記推 薦，其工作經費與反腐立案均受制於黨委書記，因而形成反腐執 行上的困境。中共為加強中央紀檢反腐功能，先與監察部合署辦 公，再與組織部合設中央巡視組，建立了從中央至地方，紀檢監 督黨政首長工作之組織。陳良宇案查辦例證，再次凸顯出黨委書 記不受同級紀委監督的問題，共黨因此將地方紀檢書記之選任， 逐漸改由中央直接指派，以增加紀檢組織的反腐獨立性。 中共政治體制在國家權力運行時，黨委書記權力不受制約與 監督，球員兼裁判是造成腐敗之根源所在。全球反腐經驗告訴我 們，真正有效的反腐監督必須滿足兩個條件：第一，監督主體保 持對監督客體的充分獨立，因此有效的監督必須來自外部；第 二，監督主體對於監督客體擁有直接的懲罰權，否則監督就喪失 了效力，這也就是中央紀檢組織反腐功能是否彰顯的關鍵。 i An Analysis of the CCP’s Anti-corruption Organization: With a Case Study of Chen Liang-yu’s Bribery by Shyh-Ming Le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Abstract Co-Chairman：Hui Gao Political corruption is a common issue to which political scientists have recently paid close attention. Whether it is a developed or a developing country, under a capitalist or communist regime, the “corruption issue” always exists. Therefore, whenever and wherever corruption occurs, we can deduce that corruption is an issue that involves every country no matter what the system and institution adopted, and it is considered as an “international cancer.” James M. Buchanan, a Nobel winner in Economics, took the initiative to propose the “Public Choice Theory” and assumed that “to care about self-interest is humane, and human beings are always rational; so the corrupted ones choose approaches and results that are of their own interest following reflection.” Thus, an official chooses to be corrupted following a rational decision of self-interes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anti-corruption functions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ith respect to Parsons’ theory, and therefore provide a solution for improvement. Study result shows that: “Two criteria must be met for truly effective anti-corruption supervision. First, the main supervisory body must be independent from the subject body; therefore, effective supervision must be of external origin. Second, main supervisory body must have rights to directly punish the subject body, otherwise, the supervision would lose its effectiveness. This is also the reason why People’s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and the media are often times impotent in exercising their supervising powers.” Doctoral Committee：Jiun-Han Taso；Chien-Min Chao；Min-Qin Jiang；Xiao-Yuan Song ii 誌 謝 辭 本論文得以順利完成，首先要感謝恩師高輝博士在中國大陸 研究的啟蒙，曹師俊漢博士對政治系統理論與論文架構整合之指 導，趙師建民博士協力將中共反腐問題聚焦於紀檢組織，江師岷 欽博士對於國家競爭力與 SWOT 分析模式解明，以及宋師筱元博 士對於反腐核心議題之教誨，五位老師對余論文撰寫時的悉心指 導與諄諄教誨，以及口試時之指正與潤飾，啟余駑鈍，讓我獲益 匪淺，隆情厚誼，非可言喻，永銘於心。 回想六年前進入博士班，學業與工作間的辛勞，親情是我完 成論文的最大支柱，今日研究所得謹獻給生我、養我、育我又護 我的雙親，謝謝父母給我無比的力量，完成論文。另要感謝賢妻 玉鳳操持家務，克勤克儉，侍奉雙親，相夫教子，默默付出，功 勞最大，本文校稿完稿均出其手，夫妻情深，流露無遺。 最後，期盼余之小小成績作為三子德成、德揚、德昇，為學 處世之榜樣，冀望未來，前程似錦。 李世明 謹誌 2008 年 12 月 iii 內 容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1 第二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7 第三節 研究章節與限制．．．．．．．．．．．．．．13 第四節 相關名詞與文獻．．．．．．．．．．．．．．18 第二章 中共貪腐現況及華人反腐組織分析．．．．．．．．43 第一節 環境改變貪腐變化．．．．．．．．．．．．．43 第二節 貪腐調查結果分析．．．．．．．．．．．．．55 第三節 華人反腐組織比較．．．．．．．．．．．．．73 第四節 本章小結．．．．．．．．．．．．．．．．．85 第三章 中央紀檢的體制與反腐功能．．．．．．．．．．．．89 第一節 中央紀檢的沿革、任務與反腐功能．．．．．．89 第二節 中央紀檢的地位與結構．．．．．．．．．．．106 第三節 中央紀檢與監察機關職權及合署．．．．．．．142 第四節 本章小結．．．．．．．．．．．．．．．．．155 第四章 中央紀檢反腐執行與雙規爭議．．．．．．．．．．159 第一節 中央紀檢的反腐工作與執行．．．．．．．．．159 第二節 中央紀檢的反腐互動與分工．．．．．．．．．176 第三節 中央紀檢反腐使用雙規之探討．．．．．．．．208 第四節 本章小結．．．．．．．．．．．．．．．．．219 第五章 中央紀檢反腐的工作困境．．．．．．．．．．．．223 第一節 中央紀檢反腐之組織問題．．．．．．．．．．223 第二節 中央紀檢反腐之制度探討．．．．．．．．．．244 第三節 中央紀檢反腐之績效考核．．．．．．．．．．253 第四節 反腐態勢（SWOT）分析--代結論．．．．．．264 iv 第六章 陳良宇案查辦研析與紀檢功能檢視．．．．．．．．277 第一節 陳良宇崛起與貪腐．．．．．．．．．．．．．277 第二節 陳良宇案查辦過程．．．．．．．．．．．．．287 第三節 中央紀檢反腐功能檢視．．．．．．．．．．．333 第四節 本章小結．．．．．．．．．．．．．．．．．346 第七章 結論．．．．．．．．．．．．．．．．．．．．．349 第一節 研究發現．．．．．．．．．．．．．．．．．349 第二節 研究成果．．．．．．．．．．．．．．．．．356 第三節 後續研究建議．．．．．．．．．．．．．．．360 參考文獻．．．．．．．．．．．．．．．．．．．．．．．363 附錄一：文獻檢閱專書、期刊、學術論文資料．．．．．．．401 附錄二：國際透明組織全球清廉度（CPI）調查排名表．．．409 附錄三：反腐專業人員訪談紀要．．．．．．．．．．．．．415 附錄四：中央紀檢委員分析．．．．．．．．．．．．．．．435 附錄五：中央紀檢反腐工作法規修訂．．．．．．．．．．．455 附錄六：陳良宇詳細經歷．．．．．．．．．．．．．．．．471 v 表 目 錄 表 1-1：中共領導幹部對 2006 年社會問題判斷．．．．．．．2 表 1-2：中共貪腐犯罪國家經濟損失值．．．．．．．．．．4 表 1-3：中共研究三種模式之特徵．．．．．．．．．．．．9 表 2-1：中共立案偵查貪污賄賂、瀆職犯罪案件統計．．．．44 表 2-2：全國紀檢監察機關查處中共黨政幹部情況統計．．．46 表 2-3：1980 至 2008 年中共清廉指數（CPI） ．．．．．．．47 表 2-4：中共歷屆領導人反腐思想與策略．．．．．．．．．51 表 2-5：中共十四大至十七大國家重大政策中的反腐策略．．52 表 2-6：2004 至 2008 年領導幹部對社會問題調查排序．．．56 表 2-7：貪污造成中國經濟損失初步估計．．．．．．．．．57 表 2-8：華人政府全球清廉度（CPI）調查排名表．．．．．．60 表 2-9：華人政府全球清廉度（CPI）調查得分表．．．．．．60 表 2-10：國際透明組織（TI）調查 2002 年行賄指數．．．．．61 表 2-11：國際透明組織（TI）調查 2006 年行賄指數．．．．．62 表 2-12：國家競爭力（IMD）華人政府調查排名表．．．．．．63 表 2-13：國家競爭力（IMD）華人政府效能調查．．．．．．．64 表 2-14：1995-1999 年國家競爭力（IMD）排行．．．．．．．65 表 2-15：全球競爭力（WEF）華人執政地區排序表．．．．．．66 表 2-16：華人執政地區每人生產總值 GDP 比較．．．．．．．68 表 2-17：華人執政地區反腐組織之比較．．．．．．．．．．85 表 3-1：紀檢與檢察機關 1985-2008 年查處貪腐情況．．．．102 表 3-2：十七大中央紀委會常務委員簡歷．．．．．．．．．119 表 3-3：十七大中央紀檢監察內部組織與分工．．．．．．．138 表 3-4：紀檢組織與行政監察機關之關係演進．．．．．．．152 表 5-1：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歷任書記任（兼）職分析．．．239 表 5-2：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歷任副書記任（兼）職分析．．241 vi 表 5-3：紀檢監察機關 1992 至 2008 年查處腐敗案件．．．．267 表 5-4：中央紀檢組織反腐 SWOT 分析．．．．．．．．．．275 表 6-1：中共近年社保基金重大貪瀆案件一覽表．．．．．．289 表 6-2：上海社保案人物判決情況一覽．．．．．．．．．．331 表 6-3：陳良宇貪腐案查辦執行比較．．．．．．．．．．343 vii 圖 目 錄 圖 1-1：貪腐犯罪價量反向關係．．．．．．．．．．．．．5 圖 1-2：貪腐犯罪公共意見說．．．．．．．．．．．．．．20 圖 1-3：公務人員貪腐行為整合概念圖．．．．．．．．．．22 圖 2-1：新加坡貪污調查局（CPIB）組織結構圖．．．．．．74 圖 2-2：香港廉政公署（ICAC）組織架構．．．．．．．．．78 圖 2-3：台灣反腐組織架構圖．．．．．．．．．．．．．．82 圖 2-4：台灣現行肅貪偵辦組織架構圖．．．．．．．．．．83 圖 3-1：中共十七大中央權力機構與中央紀檢組織黨內地位．107 圖 3-2：中央至地方紀檢組織黨政定位．．．．．．．．．．110 圖 3-3：中央至地方紀檢組織之設置．．．．．．．．．．．115 圖 3-4：十七大中央紀檢組織內部主要結構．．．．．．．．121 圖 3-5：中紀委八大紀檢監察室分工圖．．．．．．．．．．127 圖 3-6：中央巡視組工作關係圖．．．．．．．．．．．．．133 圖 3-7：中共反腐組織架構圖．．．．．．．．．．．．．．156 圖 4-1：中國反腐政策決策與執行的實際結構．．．．．．．189 圖 4-2：中共反腐政治領導體制組織簡圖．．．．．．．．．201 圗 5-1：中共國家權力組織結構圖．．．．．．．．．．．．229 圖 5-2：中共黨內反腐制衡監督制度設計．．．．．．．．．234 圗 5-3：中央紀檢組織基本配置圖．．．．．．．．．．．．237 圖 5-4：反腐組織與國家領導人支持與否的交叉矩陣．．．．245 圖 5-5：權力、資訊不對稱與貪腐的關係．．．．．．．．．251 圗 5-6：反腐績效考核執行示意圖．．．．．．．．．．．．258 圖 5-7：中共反腐資源整合圖．．．．．．．．．．．．．．270 圖 6-1：上海市社保基金弊案關係圖．．．．．．．．．．．294 圖 6-2：中央紀檢組織查辦陳良宇弊案流程圖．．．．．．．314 圖 6-3：中央紀檢查辦貪腐案件主要程序與條件．．．．．．316 圖 6-4：陳良宇貪腐弊案涉嫌人權力關係圖．．．．．．．．330 viii 第一章 緒論 政治貪腐(political corruption)已是當前政治學普遍關注的 1 問題， 無論是已開發或開發中國家，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或是 2 共產主義制度，其執政團隊都存在「貪腐問題」 。 本研究藉政治 3 系統論（The Political System Theory） 之概念，從中共內、外部 社會環境改變，檢視其貪腐問題在政治系統的變化。進而以新制 度主義，探索中央紀檢組織反腐功能，及其在反腐案件執行所面 臨的困境，最後以陳良宇貪腐案查辦作為反饋檢視案例，分析中 央紀檢組織反腐的功能，是否能滿足與時俱進的需求。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英國學者霍布斯（Thomas Hobbes）認為人在本質上是自私 自利、野蠻殘忍的，故主張每個人都必須放棄其根據本性為所欲 為的權利，必須遵守和履行社會契約。迄今，每個官員仍以不能 4 為所欲為、濫權謀私，作為普世共同價值。 從全球化角度觀察 中共政府執政能否保持穩定，對於台灣和亞太的和平息息相關， 而其中「貪腐問題」是中共官員與學者認為最具關鍵的政治議 題。鄧小平曾說： 「中國出亂子 中國出亂子， 中國出亂子，就在共產黨內部； 就在共產黨內部；而在共產黨 5 內部， 內部，出問題就在腐敗問題上。 出問題就在腐敗問題上。」 可見貪腐問題之重要性。 1 根據網站 Questia Search 的搜索，在"Political Corruption"項下即達 5,017 筆：其中書籍 3,359 本；期刊論文（Journal Articles）445 篇；雜誌 (Magazine Articles) 727 篇；報章分析（Newspaper Articles）463 篇；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Articles) 23 則。最後擷取時間，2008 年 11 月 22 日。 2 See Julia Kwo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rruption in China. 1997 - books.google.com 3 David Easton ,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Analysis（Englewood Cliffs, N.J., 1965）, p.25. 4 霍布斯的性惡論可以藉由他對英國內戰觀察時的經驗得到解釋，因為在這場內戰中英國的社會 結構被摧毀，暴力變成家常便飯。請參閱 Leo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Chicago,1953）,p.196 “Where there is a number of men, felicity is impossible of attainment unless each man acts so as to do to another what he would not have done to himself” De Cive, ch,xvii.29. Howard Warrender,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Hobbes（Oxford,1957, pp.250-265. 5 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輯，《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 頁 311-313。 1 壹、研究動機 1978 年，鄧小平主導中共經濟改革開放，從此中國大陸經 濟開始快速發展，但貪腐問題也同步不斷的惡化。貪腐不僅造成 國家每年數百億人民幣損失，更形成了人民對執政者能力的質 疑。中共社會科學研究院調查結果（詳表 1-1），說明貪腐問題 已成為中國大陸人民與領導幹部，最為關心的社會問題之一。 表 1-1：中共領導幹部對 2006 年社會問題判斷 單位：﹪ 嚴重程度 問題 最嚴重 次嚴重 三嚴重 四嚴重 合計 社會治安 36.6 7.1 6.3 4.5 54.5 居民收入差距 23.2 18.8 4.5 6.3 52.8 看病難、看病貴 5.4 8.0 18.8 20.5 52.7 腐敗 8.0 12.5 21.4 6.3 48.2 失業 6.3 19.6 8.9 1.8 36.6 社會風氣 7.1 9.8 8.0 8.9 33.8 教育不公平問題 1.8 3.6 8.0 19.6 32.0 地區發展差距 5.4 4.5 7.1 5.4 22.4 土地糾紛 0.9 3.6 4.5 5.4 14.4 農民負擔 2.7 4.5 3.6 1.8 12.6 貧困 0.9 2.7 1.8 5.4 10.8 國有企業 0.9 2.7 0.9 4.5 9.0 其他 0.0 0.9 2.7 4.5 8.1 自然災害 0.0 0.0 0.9 5.4 6.3 物價 0.9 0.9 0.9 0.0 2.7 重大事故 0.0 0.9 1.8 0.0 2.7 地域歧視 0.0 0.0 0.0 0.0 0.0 資料來源：汝信、陸學藝等編， 《2007 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年，頁 36。 依據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TI）2008 年 從全球 180 個國家（和地區）統計分析，發表 2008 年「貪腐印 2 6 象指數」 （CPI 即清廉度調查，詳見附錄二） 。 其中丹麥以 9.3 分 高居全球最廉潔國家（全球排名第 1） ，華人執政地區新加坡（9.2 分，全球排名第 4）與香港（8.1 分，全球排名第 12）均因反腐 工作表現良好，獲得國際肯定。台灣得分 5.7 分（全球排名第 39） ，及格；中共名列被調查國家第 72 位，次於新加坡、香港與 台灣，得分為 3.5 分（不及格） ，被歸類於貪腐國家。中共反腐 工作困境及其組織效能不彰原因為何？為本研究動機之一。 中共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韓榆濱，2003 年 3 月在第十屆 全國人大的工作報告，指出 1998 至 2002 年，立案偵查貪污犯罪 案件 207,103 案，為國家挽回直接經濟損失人民幣（以下同）220 7 億多元。 新接任之檢察長賈春旺，2006 年 3 月 11 日，在第十屆 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上報告，全（2005）年共立案偵查涉嫌貪污、 賄賂 10 萬元以上，和挪用公款百萬元以上的國家工作人員達 8,490 人，比前一年上升 14.5%；追繳贓款贓物和非法所得計 74 8 億多元，比前一年上升 629%。 以上數據僅顯示中共司法檢察單 位已偵辦之貪腐案件，其中尚隱藏共黨紀檢、政府監察機關所查 9 辦的「貪腐犯罪黑數」 ，表 1-2 說明貪腐犯罪造成國家經濟損 失值，有愈趨嚴重之現象。能否藉由中央紀檢組織反腐功能提 升，而減少黨政官員貪腐行為？係本研究動機之二。 6 清廉度調查 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簡稱 CPI，譯爲「貪腐印象指數」較爲準確，是將各國 依其政府官員在國際商務活動中的腐敗程度排列名次。該項報告以 10 分為滿分，分數愈高代 表國家愈廉潔，得分低於 5 分即不及格，歸類於貪腐國家，分數愈低代表該國貪腐愈嚴重。國 際透明組織（TI）網址：http:// www.transparency.org 7 韓榆濱，〈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2003 年 3 月 11 日在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 議〉，《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報》2003 年 2 期（2003 年 4 月），頁 233-239。 8 賈春旺，〈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2006 年 3 月 11 日在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 議〉，《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報》2006 年 4 期（2006 年 4 月），頁 285-295。 9 所謂「貪腐犯罪黑數」係指所有貪腐犯罪行為，未為眾所週知，或未受司法機關追訴、處罰之 犯罪數。由於貪腐行為具有極高的隱密特性，故一般相信貪腐犯罪應有極大的犯罪黑數存在， 中共的貪腐犯罪黑數，最保守估計每發生 5 個貪腐犯罪行為，最終只有 1 個會被揭露，故有至 少 80﹪以上的貪腐犯罪黑數存在。李成言主編，《廉政工程：制度、政策與技術》，北京： 北京大學，2006 年，頁 30。清大教授胡鞍鋼估計，僅有 10-20﹪貪腐案件被處理，6.6﹪黨員 領導幹部，因違反紀律受到刑事處罰，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著（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譯）， 《中國治理》，北京：清華大學，2007 年，頁 65。 3 表 1-2：中共貪腐犯罪國家經濟損失值 單位：億元 年度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十年合計 公佈挽回 2.68 8 4.23 4.82 8.1 5 3.65 22 34 49 141.48 經濟損失 預估隱藏 13.4 40 21.15 24.1 40.5 25 18.25 110 170 245 707.4 經濟損失 年度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十年合計 公佈挽回 67.8 56.3 43.8 40.9 47 41 220 43 45.6 74 679.4 經濟損失 預估隱藏 339 281.5 219 204.5 235 205 1,100 215 228 370 3,397 經濟損失 資料來源：研究者彙整中共最高人民檢察院年度工作報告 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以下簡稱中央紀委會），先後由 劉少奇、朱德與陳雲等共黨與政府重要幹部擔任領導職務，共黨 中央並將中央紀委會書記列名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屬於國家最高 10 層級核心領導幹部。 此外，中共《黨章》規定紀檢機關是黨內 反腐承辦機構，從中央到地方均設有工作組織，負責黨政幹部反 11 腐監督與查辦事務。 上述作為，顯示出反腐工作受到中共中央 黨政領導幹部重視，但從前表（1-1、1-2）所列，可證明中央紀 檢反腐成果並不理想。故擬藉由陳良宇貪腐案查辦為例，檢視中 共紀檢組織反腐功能並為後續研究奠基，此為研究動機之三。 研究者大學期間就讀社會工作學系，受教恩師周教授震歐進 入犯罪問題研究領域，畢業後進入法務部服務，實際參與貪腐犯 罪調查、偵辦工作逾十年。碩士就讀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以台 灣反腐組織為研究主軸，由恩師侯崇文、江岷欽教授等指導，撰 寫〈我國肅貪組織結構功能之研究〉論文。之後，研讀博士課程， 10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北京：人民日報》1 版，1978 年 12 月 22 日。請見本研究第三章第二節「中央紀檢組織設置」，以及第五章第一節「反腐首 長選任」筆者分析歷任中共中央紀檢書記任職與兼職，確認中共自 1949 年建政之中央紀檢書 記朱德，接續的董必武、陳雲、喬石、尉健行、吳官政，迄 2007 年十七大選任之賀國強，均 曾任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 11 中共《黨章》第八章「黨的紀律檢查機關」（第四十三至四十五條）規定了紀檢機關的權責、 任務與工作執行等相關事項，《中國共產黨章程（單行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年， 頁 11-12。 4 經高輝教授開啟中共問題研究之門，再以「中共中央紀檢組織反 腐功能」作為研究主題，除作為碩士論文之延續，亦認為該議題 具實務研究與理論探討價值。18 世紀歐洲政府曾主張「開明專 12 制」 （enlightened absolutism）的政治體制， 獲得許多國家採行， 並成功帶引國家轉型發展。如今，中國大陸在全球政經地位日趨 重要，經濟改革能否帶動政治上的改革？中共如能先從黨政不分 體制走向開明體制，以維持國家政經發展、官員廉潔並追求人民 幸福，此對亞洲國家安全與世界經濟穩定均有重要影響。 貳、研究目的 貪腐犯罪在任何年代、任何國家，均為執政官員努力根除， 而無法根絕之問題。研究者綜觀貪腐犯罪發生，通常具備「動機、 13 機會與風險評估」三個要素，基於人類行為是「理性自利」 的， 會經由思考後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方法與結果，故假設官員貪腐 犯罪亦是渠理性自利之抉擇。如圖 1-1 所示，貪腐犯罪代價與數 量成反向關係，貪腐犯罪者會因所付出之代價愈高，愈不願意犯 罪；被懲處機會愈多（即破獲率愈高），愈不願意貪腐。 高 10 多 犯罪數量 少 低0 貪腐犯罪破獲率（代價） 高 10 圖 1-1：貪腐犯罪價量反向關係（研究者自繪） 說明：貪腐犯罪行為是以價量反向關係呈現，係指貪腐犯罪處罰愈高、破獲率愈 高，則犯罪者犯罪所付出之代價較高，犯罪行為相對減少，成反向關係。 12 18 世紀的歐洲政治在啟蒙運動影響下，君主願意脫下神聖的外衣，站在開明無私和造福人群 的立場上進行統治，特別是在財政及行政的改革，國家的權力被擴大，立法者需要完全的力量 去為人民謀取幸福。趙士國、丁篤本，〈開明專制論〉，《史學月刊》，1988 年 1 月，頁 35-39。 13 James M. Buchanan, Cost and Choice（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75）, p.47.； 熊秉元著，《大家都站著》，台北：天下文化出版，1995 年，頁 184。 5 研究者從「預防貪腐優於偵辦，偵辦目的仍在於預防」為出 發點，主張由貪腐預防制度與措施的建立，來教育中共民眾與官 員「不想貪」、「不願貪」，以降低官員從事貪腐行為的動機。再 從提升犯罪破案率讓貪腐者必被糾，以嚇阻官員僥倖行為，達到 「不敢貪」的目標，進而降低貪腐比率。故中共反腐工作若能治 標同時兼顧治本，當官員貪腐犯罪動機與機會不足，從理性思考 評估獲利又低時，應當可以減少貪腐犯罪行為的發生。 反之，若貪腐犯罪被查獲之機率甚低，所得利益又大於懲 處，基於人類理性自利的思考，研究者評估中共官員貪腐行為， 勢必持續發生並日趨嚴重。職是之故，本研究具體目的有： 一、從中央紀檢的性質與沿革，說明其在中共反腐工作成為核心 組織之過程，進而對其組織與功能演變進行歸納分析。其 次，探討中共近十年貪腐犯罪發展情勢，特別是從國內與國 際觀察比較，以進行該組織反腐功能之檢視與研析。據此， 以說明中央紀檢組織反腐工作效能不彰之原因。 二、藉華人執政地區（新加坡、香港與台灣）反腐成功經驗，本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之理，對中央紀檢組織反腐工作的執行， 及其面臨之困境進行分析。再以該組織查辦陳良宇貪腐案為 例，回饋檢視其執行反腐工作應具備之制度與職能。 三、由於國內、外，缺乏對中央紀檢組織反腐功能研究之論述， 本論文從實務探討，提出中共黨委書記權力獨大體制，造成 該組織反腐查辦工作獨立性不足的缺失。中共政治體制師法 俄共，惟列寧（Vladimir Ilich Lenin）堅持監察組織獨立工 作，不受黨委書記干預之政治體制，顯見二地反腐組織制度 之差異。本論文之論證與研析，除提供學術參考，並可作為 後續研究中共中央紀檢組織功能與反腐問題的基礎。 6 第二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20世紀政治學理論的研究中，影響學術與實務研究的兩大途 14 徑，一般認定是結構功能分析理論與政治系統理論。 政治系統 論，係指「一組互聯之變項，及該組變項在環境動盪的衝擊下， 15 維持自己之方式的研究。」 在此理論的架構下，中共中央紀檢 組織是一個政治系統的有機體，社會內外形成的貪腐現象則是其 環境。本研究藉系統理論之概念，作為論文章節安排基礎，探討 中央紀檢組織和環境，所構成一個相互影響的依賴關係。 政治系統理論作為分析架構的優點之一，就是發現有其他影 響貪腐犯罪的變數時，可以隨時補充並予以修正。故本研究內容 可涵蓋三個層次，一為個體層次（Micro -Level）的研究，其重點 置於公務人員本身，例如：本研究第六章，陳良宇貪腐案紀檢組 織查辦之探討；再者為中間層次（Middle - Level）的研究，係著 重於行政機關或組織，例如：本研究第三、四、五章，中央紀檢 組織反腐執行與制度分析；第三是總體層次（ Marco - Level）的研 究，其焦點集中於整個社會環境，例如：本研究第二章，中共經 濟體制改變，造成社會環境變化，其與貪腐犯罪之相關性。 壹、研究途徑 所謂方法論就是關於研究過程之分析工作，或者對方法 16 （method）及研究法（approach，即研究途徑）的批判工作。 方 法是指蒐集與處理資料的技術，例如：文獻研究法、比較研究法； 研究途徑是選擇問題及資料的準則，例如：結構功能研究途徑、 理性抉擇研究途徑等。本研究用政治系統論，說明中央紀檢組織 因應時代與環境的改變，對外在環境所「輸入」 （inputs）的因素， 14 呂亞力，《政治學》，台北：三民書局，2003 年，頁 36-47。 15 W. Ross Ashby, Design for a Brain（New York, 1952）, p1. 16 易君博著，《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台北：三民書局，1993 年，頁 98。 7 加以適應與調整產生之「輸出」 （outputs） ，作為章節安排的架構。 至於本研究之途徑，係藉由新制度主義中「理性抉擇論」，研析 中央紀檢組織反腐功能，作為問題選擇及資料分析的準則。 學界對於「理性抉擇」的定義，雖從不同角度探討而有不同 界定，惟一般都同意，當一個決策者在其所擁有的有限資訊下， 17 去選擇達到其目的的最有效方法，是為「理性」行為。 且其在 選擇時也涉及極大化（maximization）的過程，亦即決策者會在 可能的選項中，選擇使自己得到最大預期效用（expected utility） 的途徑。但是一個「理性」的人，並不代表渠每一個動作都經過 縝密的推算，或是其最終的決定就一定會對他最有利。 理性的要求只在於行動者知道他自己的偏好順序，並且在其 所具備的資訊下，會選擇最能夠幫他達到目的的策略。以本研究 為例，中共官員知道採取策略甲，會導致清廉工作之結果；而策 略乙，會導致貪腐行為被懲處。在這種情況下，理性的決策者應 選擇策略甲，而不會去採用策略乙，但在有限的資訊下，行動者 對自己的行為所產生之後果，可能會有錯誤的判斷，而且現實世 18 界有程度不一的風險性。 因此，理性的人也有貪腐的可能。 李英明教授在《中共研究方法論》一書中指出，美國的中共 政治研究有「極權主義」 （totalitarianism） 、「多元主義」 （pluralism） 和「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三種不同的典範，「結構主義」 19 又稱「新制度主義」是對前二種研究取向調和與揚棄。 在 1989 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多數學者認為結構主義研究典範是不能 逆轉的，但必須讓結構主義揚棄僵化的制度主義之限制，如此才 能將中共研究的領域帶向更周延、更理性的方向發展。 17 Green, Donald P., and Ian Shapiro. Pathologies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 Critique of Applications in Political Science.（New Haven: Yale.1994）,pp14-21.Olson, Mancur.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pp.17. 18 Morrow, James. Game Theory for Political Scientis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pp.12-19. 19 李英明，《中共研究方法論》，台北：揚智出版社，1996 年，頁 17-39。 8 有關中共的研究，從「極權主義」到「多元主義」再至目前 20 的「新制度主義」模式，已歷經三階段的變化。 隨著研究重點 的轉移，研究中共貪腐現象的途徑，也可大致區分為以下三類： 極權主義論者，認為社會主義體制的中國是優越的，且在中央嚴 格統管全國的政治經濟環境下，不會或絕少有貪腐現象發生；多 元主義論者，則多從政治面向，特別是政治轉型的角度去探討貪 腐發生的原因，認為舊的秩序被破壞，新的秩序尚未建立的情形 下，非常容易產生腐化行為；新制度主義論者，則多從非政治規 則，對正式制度成員所產生的影響，來探討貪腐的成因。（三種 模式彙整如表 1-3 所示）另有人從尋租的角度，探討經濟轉軌過 程，對貪腐行為造成的制度性影響。本研究偏向新制度主義有關 「理性抉擇論」的引用，藉由中共反腐組織與制度問題的探討， 說明中共官員基於理性自利之思考後，選擇了貪腐行為。 表 1-3：「中共研究」三種模式之特徵 極權主義 多元主義 新制度主義 時 1949～1966 1966～1978 1978～2008 間 文革前 文革期間 毛澤東死後 對 黨政機關的 影響精英和社會集團行為的 中共政治運作的非正式過程 象 結構和運作 制度性脈絡 功 描述性 描述、解釋 描述、解釋、預測 能 社 會 主 義 的 政治多次動員,舊秩序喪失,新 中共的政策制訂和執行相當 假 優 越 性 絕 不 秩序未建立的情形下,造成部份 複雜，且需經過討價還價的過 設 會產生貪腐 黨員的貪腐現象 程，貪腐行為在此情形下產生 資 中 共 官 方 渠 紅衛兵材料、外逃幹部的口述歷 田野調查 料 道 史 研 延 安 圓 桌 模 派系模式；利益團體模式；非正 官僚政治模式；理性抉擇論的 究 式 式團體模式；趨勢模式；地緣政 制度主義；歷史制度主義；社 途 治模式；規範模式；毛掛帥模式 會學制度主義 徑 資料來源：李英明，《中國研究理論與實際》，台北：三民書局，2007 年，頁 45-69 20 王信賢，〈當代西方『中國研究』之新制度典範分析〉，《中國大陸研究》，第 43 卷第 8 期 （2000 年 8 月），頁 25。 9 新制度主義是基於考察現實實際的需求，以及受到「國家中 21 心論」之影響，此種政治學的研究途徑遂於 1984 年被提出來。 它最大的特色是屬於跨學科的研究法，結合經濟學、社會學、政 治學的研究，以預防忽視某些重要因素，或是出現誤導的情形。 22 本研究探討中共中央紀檢組織反腐功能，涉及政治、經濟與社 會層面，故適合以該研究途徑進行分析，分從反腐組織、制度與 官員貪腐問題進行跨學科研究。新制度主義的重要性，是將制度 視為研究對象，而非「假設」；在研究主題中，包括制度如何因 應個人行為或策略而產生，以及制度如何影響政治經濟體制的表 23 現， 也就是試圖解答「制度如何影響行為」這個問題。 新制度主義的研究途徑，大致可分為三種：歷史制度主義、 社會學制度主義、理性抉擇制度主義，三者的差別是它們對制度 的假設不同，因此制度對行為的影響也就不同。其中理性抉擇途 徑，假設個人行為是基於自利理性思考，策略性考量後產生行 24 為，也會預期其他行動者的期望為何，而採取相對應的行動。 故 理性抉擇理論之研究假設：「制度為中介變項，是人為的外在創 造」。此符合本研究之假設，行動者係透過制度，來影響被解釋 項的主張，故研究者擬從理性抉擇論的途徑，探討中共中央紀檢 組織反腐功能。本研究觀察中共官員貪腐發生，涉及行為人是否 有貪腐犯罪的動機、條件，進而評估貪腐犯罪所獲利益是否大於 懲處。當然其中反腐組織及其制度設置情況，對於貪腐犯罪發生 的動機、條件與風險評估，均會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貳、研究方法 21 林奎燮：〈新制度主義及其在中國大陸研究上的意義〉 ，《展望與探索》，1卷11期（2003 年11 月），頁96-98。 22 郭承天：〈新制度論與政治經濟學〉 ，何思因、吳玉山主編，《邁入二十一世紀的政治學》 ，台 北：中國政治學會，2000年，頁182。 23 劉瑞華：〈新制度主義：返回大理論或經濟學帝國主義政治學〉，《政治學報》，32 卷（2001 年 12 月），頁 212。 24 胡至沛，〈新制度主義的檢視與反思〉 ，《中共行政評論》，11卷1期（2001年12月） ，頁149。 10 本研究旨在探討中共中央紀檢組織反腐功能問題，為求研究 取向（orientation）的周延，因此採用文獻分析、比較研究、深 25 度訪談與個案分析等傳統研究方法。 其內容分述如下： 一、文獻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 ： 係以現有的文件記載資料，作為分析對象的研究方法，常被 分析使用的文件有：官方文件、統計報告、地方誌與領導官員文 選等資料。 本研究為瞭解中共中央紀檢組織反腐執行情形與功能，除擷 取兩岸及西方學者，致力於中共反腐組織與政策的研究成果。並 檢視中共有關反腐組織體系的官方文件、統計報告、主題專書、 期刊論文、研究報告、政府領導人講話、政策法規等文獻，乃至 於媒體報章等資訊。經整合分析，期能鑑古知今，嚴謹本研究之 論述和分析內容。 二、比較研究法（comparative method） ： 係研究某些現象或各類現象之間相似和相異的方法，其目的 在於建立社會現象的分級和類型，並透過各種因素之間的經驗聯 繫和時間順序研究，來檢驗因果關係的假說。本研究根據貝瑞德 26 （George Bereday）的模式， 比較研究華人執政地區新加坡、香 港、台灣與中國大陸反腐組織與政策，及其所採行之反腐組織架 構有何不同，檢視其反腐成果的差異。 藉研究者碩士論文〈我國肅貪組織功能研究〉，得知華人執 政地區新加坡有反貪調查局（CPIB 簡稱防貪局） ，香港則設有廉 27 政公署（ICAC）等反腐組織，專責處理貪腐問題。 相較於中共 25 朱浤源，《撰寫博碩士論文實戰手冊》，台北：正中書局，1999 年，頁 160、182-186、250。 26 George Bereday, Comparative method in Education（N. Y.: Holt , Rinehart & Winston.1964）, pp.16-23.貝瑞德創建了「描述、解釋、並列、比較」此四階段的比較研究法，從而使比較法進 一步具體化、科學化。渠認為只有比較，才有鑒別；只有鑒別，才有認識，故在學術研究中， 比較研究是認識事物本質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27 李世明，〈我國肅貪組織織研究〉，台北：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頁 98-101。 11 與台灣，政府尚無專責反腐組織的設置，在同文同種但不同的反 腐組織制度，其反腐成果斐然或不彰的原因，可進行分類比較研 究，（例如：本論文第二章進行華人執政地區，政府所採行之反 腐制度、組織架構與成敗原因比較）同時進行優劣分析。如此可 以凸顯各政府反腐專責組織設置之差異，並深入中央紀檢組織反 腐功能比較探討，找出提升反腐效能可供借鏡之處。 三、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 ： 深度訪談法是指由受訪者與施測者就工作所需知能、工作職 責、工作條件……等，進行面對面溝通討論的一種方法，用以廣 泛的蒐集論證所需要的資料。本研究兼顧歷史文獻分析與第一手 資料蒐集，故採深度訪談方式獲取資訊，希能藉由多管齊下，得 到多元領域之看法，庶足以使得研究分析內容更為周延。 研究者先設計訪問大綱與題目，於研究期間親赴中國大陸訪 問中共從事反腐工作相關人員，以及學者專家。從渠等具有不同 身分、角色之反腐工作角度切入，作深度的訪談與資料蒐集彙 整，俾便對中共現行反腐組織之設置及功能問題有所歸納，並再 以中央紀委會查辦陳良宇貪腐案為例，檢視中央紀檢組織反腐功 能。本研究因訪談內容涉有敏感部分，為避免造成受訪者不必要 28 困擾，訪談紀錄以匿名代號方式處理。 四、個案研究法（case study method） ： 個案研究是針對單一或多個實體（個人、群體或組織），作 為探索研究議題，解釋該案例具有某些獨特或明確之所以發生的 29 因素。 另依據蓋伊（Edwin F, Gay）的界定，個案研究是為了瞭 解導致個人、團體或組織之狀態或行為的因素，或諸多因素之間 30 的關係，而對此研究對象作深入研究。 28 訪談內容，請見本研究附錄三。 29 張紹勳，《研究方法》，台北：滄海書局，2005 年，頁 289-372。 30 Gay L. R. Educational Reseanch: Competencies for Analysis Application. Colombus,（ohio: Charles 12 本研究例舉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上海市市委書記陳良 宇，所涉及「上海市社保基金挪用弊案」 ，作為個案說明之案例。 有關陳良宇貪腐犯罪過程、立案、查辦至移送審理，以及該案對 中央紀檢組織，貪腐犯罪案件查辦工作制度，所顯現出的問題， 均進行分析說明，最後提出案件查辦回饋檢視的結果，同時舉出 中央紀檢組織反腐工作所遭遇的問題與改善建議。 第三節 研究章節與限制 本論文以新制度主義公共選擇理論，分析貪腐行為發生應具 備，動機、機會與風險評估三個要素，推論中共因經濟轉型，反 腐制度未建立完備，造成貪腐犯罪相對增加。故有關中共貪腐問 題現況、中央紀檢組織反腐功能、反腐查辦執行、反腐工作困境， 以及陳良宇案查辦檢視紀檢反腐功能，均為本研究探討主題與章 節架構。至於中共對中央紀檢組織內部資訊不夠開放，該組織查 辦貪腐案件過程隱密不公布，造成對該組織反腐工作的執行及其 內部分工、貪腐案件查辦過程的研析，缺乏官方資訊印證。 壹、章節安排 總體來說本論文的研究方法，以文獻分析與比較論證為主， 深度訪談為輔。在文獻分析部分，除了媒體相關報導外，研究者 著重於中共官方文件研析，以第一手資料論證中共貪腐問題惡化 情形、反腐政策變化與紀檢組織功能演變。另一方面，進行中央 紀檢組織書記和主要幹部任免之分析，以說明該組織反腐執行， 受制於黨委書記，其獨立性相對的缺乏。為了加強論述的證據及 說服力，研究者建立了紀檢組織查辦貪腐案件統計數據，與紀檢 領導人資料庫（詳如附錄四） ，作為比較論證之依據。 E, Merrill publishing company.1992, 4th ed）,pp.136-151. 13 從論文章節安排結構來看，本研究《中共中央紀檢組織反腐 功能研究-以偵辦陳良宇案為例》共分七章。其章節安排如下： 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問題、主要論點與研究途徑。緒論以外，其 他六章可以分成三個部分。第二章及第三章是第一個部分，係以 中共貪腐現況與中央紀檢體制及反腐功能分析。第四章和第五章 是本研究的第二個部分，主要讓讀者瞭解中央紀檢組織如何運 作，及其工作中所遭遇之困境。其中第四章討論紀檢與其他反腐 組織互動與分工、使用「雙規」之準司法權爭議；第五章說明紀 檢組織在反腐工作中所遭遇之困境，最後進行反腐態勢（SWOT） 分析。第六章到第七章是第三部分，以政治系統理論進行中央紀 檢組織反腐功能反饋的檢視。第六章陳良宇貪腐案之查辦分析， 首先敘明陳員崛起與邁向貪腐之背景，其次是本案查處過程說 明，進而以本案檢視中央紀檢組織反腐功能；第七章作為總結， 提出本研究之發現與成果，以及後續研究的建議。 本研究第一章 第一章「緒論」 第一章 ，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途徑與 方法，並檢閱中共貪腐問題相關文獻，其中以中央紀檢組織為探 討主題的資料極少。第二章 第二章「中共貪腐問題現況與華人反腐組織 第二章 分析」，說明中共反腐工作因組織與制度缺失，造成官員在自利 思考下，選擇了貪腐行為而令問題惡化。華人政府反腐成功經驗 顯示，獨立的反腐組織與領導人支持，是反腐工作首要條件，此 不僅可增加官員貪腐犯罪的風險，同時可減少貪腐犯罪的動機與 機會。第三章 第三章「中央紀檢體制與反腐功能」 第三章 ，提出中共紀檢組織 從中央到地方國家機關均有設置，建立了反腐的工作網絡，但紀 檢工作需接受同級黨委領導，限制了其反腐監督功能的行使。至 於反腐功能的完善，需要抓住兩個關鍵問題：一是，加強制度建 設，做到有法可依，如此可以減少貪腐的機會；二是，嚴格按制 度辦事，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如此可以增加貪腐者的風險。 14 第四章「中央紀檢反腐執行與雙規爭議」 第四章 ，理性抉擇模式對交易 成本的基本主張： 「交易成本與交易規模成反比」其意指，當反 腐執行有效時，行、受賄雙方為避人耳目，其交易行為就會從地 上轉為地下，並被迫採取多種安全措施，如此無形中增加了交易 困難度與成本，減少了貪腐發生。反腐工作，旨在將貪腐行為由 「低風險、高回報」轉變成「高風險、低回報」，藉由人類理性 自利的選擇，拒絕貪腐。惟，紀檢組織查辦貪腐案件，可以對涉 嫌人採取羈押、限制通訊自由等雙規措施，此是破壞司法體制的 根源。第五章 第五章「中央紀檢反腐的工作困境」 第五章 ，中央紀檢組織反腐 工作立案與查辦均不獨立，受限於同級黨委書記，此是反腐首要 困境；紀檢組織隸屬黨務系統，卻能指揮協調司法檢察、政府監 察機關從事反腐工作，此是反腐制度問題所產生之困境；至於反 腐機關缺乏工作績效考核，有權無責造成貪腐問題日趨嚴重，反 腐缺少人民監督其組織績效是第三個困境。但從中共反腐組織整 體分析，中央紀檢組織仍是以黨領政體制之下，最具優勢的反腐 機關。第六章 第六章「陳良宇貪腐案查辦研析與紀檢功能檢視」 第六章 ，陳良 宇案查辦係中央巡視組發現線索，交由中央紀檢組織查辦，此過 程顯示紀檢組織對同級黨委反腐立案缺乏獨立性，紀檢反腐立案 與查辦受制於同級黨委，此是中共貪腐問題惡化的源頭。第七章 第七章 「結論」，於第一節以新制度主義理性抉擇論，檢視中央紀檢組 織反腐功能，提出研究發現；第二節針對貪腐犯罪產生的三個要 素，機會、動機與懲處風險，提出研究結論：「當國家掌握資源 分配，即提供官員貪腐的機會；當社會對官員充斥相對剝奪感又 失去監督制衡，則易滋生貪腐的動機；一國反腐組織是否獨立健 全、國家領導人是否支持、貪腐行為受查辦的機率以及可能受懲 處的輕重，均會影響官員從事貪腐時的風險評估。」故欲有效防 治貪腐犯罪，必須排除其在機會、動機和風險上有利的因素。 15 總結，對於貪腐犯罪之研究，人們可以從不同的研究途徑進 行分析，經濟學者從人類是理性自利的途徑去探討，為我們提供 了新的觀察視角。本研究藉由諾貝爾經濟學得主布坎楠（James M. Buchanan）教授，倡導之理性自利公共選擇理論作為研究途徑， 31 假設「人類會基於理性自利之思考，選擇對其最有利的結果」 。 因此，貪腐行為可以說是官員和行賄者，在追求個體最大化利益 動機驅使下，經過成本和收益的計算後，所作出一種合乎自己利 益的選擇。正由於貪腐犯罪是官員理性自利的選擇，以權謀私之 隱密行為，其行賄與受賄雙方均獲利益，故政府執行反腐工作有 一定的困難，需要有專責組織持續推動才能有所成效。 貳、研究限制 中共自 1949 年建政後，有關貪腐犯罪問題研究，兩岸學者 與國際組織均有專業人員進行探討，提出不同論述。但對於中央 紀檢組織反腐功能之研究，或因該組織功能與角色具敏感特殊 性，工作執行隱密不易取得第一手資料，相關文獻亦不公布，故 甚少研究者涉獵，其系統性研究資料並不多見。迄 2010 年，亦 無專責單位或研究人員持續追蹤分析，故本研究限制如後： 中共現行從事反腐工作的組織，主要有黨務系統的紀檢、政 府系統的監察以及司法系統的檢察機關，但三機關均無明確年度 反腐目標與績效考核要求，故無法進行組織效能的分析比較。研 究者藉由反腐文獻分析、制度比較，再結合深度訪談所得，僅能 從中共 1978 年經濟改革開放以後，貪腐犯罪問題惡化進行經濟 與政治面向的分析。且本文僅選擇「中央紀委會」諸多職能之中 的反腐功能，進行深入探討研究，不能將中共所有反腐組織及紀 檢所有功能詳細分析比較，此為時間與對象研究限制之一。 31 James M. Buchanan,Cost and Choice（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75）, pp.45-47. 16 其次，由於中共刑法將貪腐犯罪行為，區分成不同種類及不 同刑度之刑責。一犯罪行為可能涉及違背職務、不違背職務收受 賄賂，以及圖利等不同罪名，承辦人員如何歸類無法掌控，造成 貪腐犯罪數量與類別統計誤差。雖然中共最高人民檢察院，每年 公布全國檢察機關偵辦貪腐犯罪案件數量，但紀檢機關查辦貪腐 案件後，移送檢察機關起訴之內容、數量未明確公告。因此，紀 檢組織貪腐案件查辦數量、類別與判刑率等反腐效能，無法由官 方統計資料彙整得知，此為該組織效能研究限制之二。 另外，中國大陸雖與台灣、香港及新加坡，均為華人聚集生 活地區，但其生活方式仍有其差異性，例如：台灣、香港與新加 坡採立法、司法與行政體系分權制衡概念，中共則採「議行合 32 一」 、「以黨領政」制度。 再者，台灣、香港與新加坡國民所得、 教育水平均優於中共，政府行政資訊相對透明，較中共具有反腐 優勢。本研究僅能就中央紀檢組織反腐工作進行深入探討，無法 對各政府的反腐條件差異分析，且研究者雖有台灣反腐實務工作 十餘年的歷練，但無中共反腐偵辦雙規職權行使之經驗，預料仍 無法完全掌握二地反腐執行不同狀況，此為研究限制之三。 最後，知識與真理的探求，建立於對過去研究成果加以累積 而得，惟大陸諸多著作、期刊在註解上少有清晰的援引，引用論 33 理學說尚未習慣添加來源出處。 因此，在考據求證上花費不少 工夫，也造成對原始來源追求的困擾，此是研究上重大問題，特 別是大陸集體著作的模式盛行，更添加查證原始作者見解的困 難，如何在浩瀚的材料中去考證，亦是論述中要加以克服的。 32 張五岳、高輝等著，《中國大陸研究》，台北：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頁 126-136。 33 王文杰著，《國有企業公司化改造之法律分析》，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6-10。 17 第四節 相關名詞與文獻 壹、相關名詞釋義 本論文《中共中央紀檢組織反腐功能研究-以偵辦陳良宇案 為例》其相關名詞，界定如次： 一、貪腐（概念相同詞彙計有：貪污、貪瀆、貪墨、腐敗） 「腐敗」 （corruption）一詞首見於《漢書食貨誌》記載： 「太 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原意是指「食 物因腐爛而變質不可食用之意」。惟此概念被社會科學研究領域 引申指官員政治與行政行為的敗壞現象，由於腐敗行為經常伴隨 著「貪污行為」 ，故學者多將二者合稱為「貪腐」 。 （一）法律上貪腐的定義： 在中外政治史上，公務員貪腐行為存在已久，絕非晚近才發 生，故若要對貪腐行為做一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定義，是一件相當 困難的事。因為在不同的時空環境中，貪腐行為常具有不同的涵 義，在甲時甲地被認為是一種貪腐行為，但在乙時乙地卻可能只 被認為是一種政治手腕的運用。例如：海關快速通關費用，在日 本等已開發國家被認為不合法，但在菲律賓等開發中國家認為是 必要；又例如：台灣對圖利國庫行為，在 2001 年以前被認定是 違法行為，同年 11 月修法後，圖利國庫已不是違法行為。 學者胡佛曾依據台灣有關貪腐行為之法律規定，對貪腐行為 的概念作了一項界定。他認為貪腐行為可從兩個不同層面來界 定，第一是指「職務上的貪腐行為」即公務員對職務上的行為要 求期約、收受賄賂、或其他不正當利益；第二是指「違背職務的 貪腐行為」也就是公務員對職務範圍之外的違法行為，要求期 約、收受賄賂、或其他不正當利益。林山田教授認為： 「貪腐犯 罪係指公職人員利用職務之機會或濫用職權而索求、期約或收受 18 賄賂之利益犯罪，具有高度損害性與危險性之白領犯罪。」 傳統對「貪腐」一詞最簡潔也最常被引用的定義，乃是： 「濫 用公權力以謀取私利」（the misuse of public power for private 34 。 不過，隨著二十世紀末，在「政府再造」風潮的影響下， profit） 政府業務大量的民營化與簽約外包，使得民間企業受政府委託執 行公權力的情況日益普遍。公權力不再只是由人民委託賦予政府 官員，也有可能是經由政府官員手中，再度委託至民間企業。因 此，國際透明組織（TI）將貪污界定為：「濫用受委託的權力謀 35 取私利」 。 事實 （the misuse of entrusted power for private benefit） 上在此定義下，貪腐不只侷限在政府官員濫用職權，它還涵蓋了 任何接受公權委託人，濫用職權以獲取不當利益的行為。此種定 義與亞洲開發銀行（ADB）對貪腐的定義有雷同之處： 「濫用公 共或私人職位以謀取個人利益」（the abuse of public or private 36 。 office for personal gain） 至於《中國共產黨大辭典》對腐敗所下之定義，係指「黨政 幹部利用職權違反法律、紀律或道德規範而背離既定的管理宗旨 37 和目標的現象。」 中共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條，對貪污的法定解 釋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侵吞、竊取、騙取或 38 者以其他手段非法佔有公共財務。」 （二）學理上貪腐的定義： 1.法規規定說：係以公務人員行為是否觸犯特定法規作為判 斷貪腐的依據，其代表學者本森（G.Benson）認為： 「當政 府官員違反了政治行為應遵守的行為標準或規則，便是腐 34 Senturia, J.J.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1993, Vol.VI）,pp.23-25 35 Jeremy Pope, Confronting Corruption: The Elements of aNational Integrity System.Germany（IL: Te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2000）,p.2 36 余致力，〈非政府組織與反貪腐運動〉，《國家政策論壇》， 2003 年夏季號（2003 年 4 月）， 頁 33-35。 37 景杉主編，《中國共產黨大辭典》，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1年，頁274。 38 李成言主編，《廉政工程：制度、政策與技術》，北京：北京大學，2006 年，頁 2。 19 39 化行為。」 2.公共職權說：係以公共職務的法定職權，作為判斷公務人 員有無貪腐行為的準則。代表學者有巴利（David H Bayley） 等人。其論點為： 「所謂公務人員貪腐行為，即公務人員基 40 於個人利益（不一定為金錢） ，而誤濫行使職權。」 3.公共利益說：係以公共利益是否遭受侵害，作為判斷貪腐 行為的依據，其代表學者有佛萊德瑞區（Carl Friedrich） 和拉斯威爾（Harold Lasswell）等人。拉斯威爾等人論點為： 「所謂公務人員貪腐行為，即為公務人員接受非法提供之 金錢，或其他報償的誘導，而採取有利於行賄者，卻對大 41 眾及其利益造成傷害的行動。」 4.公共意見說：即以公共意見來決定何者是貪腐行為。海頓 赫模（A.J. Heidenheimer）認為：「公務人員貪腐行為的判 斷，是由大眾和社會賢達、政府官員雙方互動行為所決定。」 因此，他將貪腐行為依據這種互動的結果排列成一光譜， 42 分為黑色、灰色和白色三種貪腐行為， 如圖 1-2 所示： 灰色 灰色 黑色 白色 白色 黑色 圖 1-2：貪腐犯罪公共意見說（研究者自繪） 資料來源：Heidenheimer, Johnston and Levine, Political Corruption: A Hand Book（Transaction Press, 1989）, pp.5-8. 39 George.Benson, Political Corruption in America（Lexington, 1977）, pp.1-21. 40 David H.Bayley, The Effects of Corruption in a Developing Nation（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XIX, No.4, Dec.1996）, pp.710-732. 41 Carl Friedrich , Harold Lasswell, Power, Corruption and Rectitude（Englewood Cliffs N.J.:Prentice Hall, 1963）, pp.65-92. 42 Heidenheimer, Johnston and Levine, Political Corruption: A Hand Book（Transaction Press, 1989） pp.5-8. 20 說明： 一、兩個圓圈代表經由大眾與社會賢達，或政府官員兩種不同人群判斷，是 否為貪腐行為。 二、白色部分代表兩個團體均判斷為貪腐，然尚未達到懲罰之程度。 三、斜線部分（灰色）代表某人群認為必須懲罰的貪腐行為，而另一群卻認 為此種貪腐行為不必懲罰。 四、網狀部分（黑色）代表兩組人群均一致認為此種行為屬於貪腐犯罪，應 予嚴懲。 5.道德說：代表學者有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杜維 狄（O.P. Dwiredi）等人，其理論是「一個公務員，為了謀 求私人的利益，因而曲解法律，混淆程序，違反行政規定， 或濫用了公共資源以及公共權益（包括運用職權的影響 43 力，均屬於不道德行為） 。」 在上述五種貪腐學說模式中，公共職權中心論與公共利益中 心論，均屬於規範性的分析。因此，採用這兩種定義，必須先確 定以那些準則或規範，來區分貪腐與非貪腐行為。若採用公共利 益之定義，則首須確定公共利益意旨之所在，因為一個行為可能 在法律上是貪污的，卻對公共利益有所幫助。如以公共意見說作 為判斷貪腐行為的標準，在判定上亦不易劃分，因為許多事物， 社會大眾意見往往呈現分歧或模糊的看法，而且與政府官員、專 家學者的認定也有所差異。至於道德說，則包括公務員不道德行 為，若以此來定義公務員貪污行為，往往會失之過嚴。由此可見， 貪腐行為認定極為複雜，在學術上尚無法建立一個放諸四海而皆 準的定義，故貪腐犯罪認定通常採用法令規定作為依據。 綜上所析，研究者嘗試提出一個學理上整合性的概念，如圖 1-3 所示： 43 Samuel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New Harven: Yal University Press, 1969）,p.59. 21 環境 法規 貪 腐 公共利益 公共意見 法規 環境 圖 1-3：公務人員貪腐行為整合概念圖（研究者自繪） 從上圖顯示，貪污行為的判定，基本上必須是法規明定禁止 及應受懲罰之行為，此種行為侵犯了公共利益，也是多數公眾認 為有罪的行為。總結前述，研究者試將本研究貪腐犯罪行為定義 為：「執行公權力人員基於職務上的關係或機會，違法侵犯公共 利益之以權謀私行為。」 二、組織（organization） 人類為了生活的方便與安全，自然而然的形成了各種組織， 以便藉集體的力量來達成其目的。因此，所謂組織至少應有二人 以上之結合，並且有其共同目的，否則只能稱之為「人群」或「群 眾」，不能稱為組織。故組織的形成乃是一群人為了達成共同目 的時，經由權責的分配，層級的結構所組成的一個完整有機體， 它是隨著時代及環境的改變而在自謀調整與適應，同時人員之間 44 建立了一種團體意識。 三、功能（function） 功能在生物科學中，指某一器官為有機體履行的「任務」， 在社會科學中，則指一項活動的後果。惟並非一項活動的一切後 果均可視為功能，只有對產生活動所歸屬的系統具有影響者，才 可稱作功能。功能與目的不同，有些功能是蓄意達到的，此與目 的相似，此類功能可稱為明顯之功能（manifest function），有些 44 張潤書，《行政學》，台北：三民書局，1998 年，頁 123。 22 45 功能不是蓄意的，可稱為隱性的功能（latent function） 。 功能亦可稱為功用和效能，政府反腐功能也可稱為反腐職 能，此是政府根據社會發展的需要，在行使行政權力的過程中， 所承擔的職責和功能，它反映出政府活動的基本方向、根本任務 46 和主要作用。 四、紀律檢查委員會（CCDI） 依據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2007 年 10 月）修 改通過之《中國共產黨章程》第四十四條規定，共黨各級紀律檢 查委員會（Central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的主要 任務是：維護黨的章程和其他黨內法規，檢查黨的路線、方針、 政策和決議的執行情況，協助黨的委員會加強黨風建設和組織協 調反腐敗工作。 中共認為黨紀是維護共黨團結統一有力的武器，是保持共黨 先進性和純潔性的重要條件，是共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得以實 47 現的重要保證。 因此依據《黨章》規定，從中央至地方的黨、 政機關以及國營企業，成立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擔任黨內監督 任務，建立起國家黨政機關內部反腐工作網絡。 貳、相關文獻研析 中共近年經濟快速發展，國際影響力也日益增加，當國力隨 經濟發展同步整體提升時，貪腐問題卻日趨嚴重，甚至危及政治 的安定。故，不論國內、外，甚多文章從不同角度探討該問題， 有些探討深層制度面，有的則是著重在表層變化性。政治學研究 依照研究的目的與成果是否能提供新知識，約略可分為四類，分 別為：實用的/非實證的「政治哲學」；實用的/實證的「實務研 45 呂亞力，《政治學》，台北：三民書局，2003 年，頁 38。 46 謝慶奎等，《中國大陸政府與政治》，台北：五南書局，1999 年，頁 29-30。 47 趙清城，《紀檢工作》，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 年，頁 2-7。 23 究」；純粹的/非實證的「形式理論」以及純粹的/實證的「理論 取向的研究」。其中「實務研究」是為解決實際問題，偏重於實 證的說明，故需蒐集與問題有關的事實加以分析研判，提出解決 之道，這類研究不講究抽象理論探討，其終極目標是藉由問題解 48 決，進而檢視政治理論可行性。 有關本論文「中共中央紀檢組 織反腐功能之研究」，頗適合實務性的探討。 本研究依前列區分原則，偏向實證性質所進行實務的研究， 希望研究所得能說明中央紀檢組織反腐功能實際問題，並作為後 續相關研究者基礎。至於實務研究中區分為個案研究（case study） 與比較研究（comparative study） ，本文是取難度較高之比較研究 為主體，兼以個案問題進行印證，期能見林又見樹。基於本研究 重視實務探討，與本研究相關之文獻，在反腐理論探討部分包 括：貪腐發生因素、反腐法制探討等，在反腐實證方面包括：反 腐組織架構、功能研究。研究者能力所及，將 1998 年至 2008 年 （近 10 年內） ，與前列貪腐問題主題相關之學術論文、期刊資料 以及專書，進行文獻檢視與回顧。由於每篇文獻均有其撰述主 題，不一定與本論文研究內容一致，故僅以本論文研究主題中， 49 相關的文獻予以臚列，並針對「最相關文獻」 部分進行「摘要」 、 「批判」與「分析」，與本論文探討議題無關者，則不在評論之 列。（文獻檢閱資料請見附錄一）爰此，茲分從貪腐發生因素、 反腐政策制度、反腐組織架構與功能三個部分，分述於后： 一、從貪腐發生因素探討 對於中國大陸貪腐問題研究之文獻，可謂汗牛充棟，從「中 國期刊網」1997 至 2008 年，所收錄之文章為例。鍵入「反腐倡 48 呂亞力，《政治學方法論》，台北：三民書局，2002 年，頁 92-94。 49 有關論文寫作文獻評論探討，朱浤源編著，《撰寫博碩士論文實戰手冊》，第三章區分相關 文獻為「背景文獻」、「相關文獻」與「最相關文獻」三類，本研究僅就最相關文獻部分進行 評論。曹俊漢編著，《研究報告寫作手冊》，台北：聯經出版社，2004 年，頁 40-43，亦將資 料區分為主要資料與次要資料二類。 24 廉」計可搜尋到 10,541 篇文章；改以「廉政」為關鍵字，共有 20,403 篇文章、 「廉政建設」則有 21,562 篇文章。從台灣「國 家圖書館-遠距圖書服務系統」查尋以「貪腐問題」為關鍵字之 學術性文章，計有 28 篇期刊資料； 「腐敗問題」計有 4 本專書， 4 篇期刊資料。其中胡鞍鋼編著《中國：挑戰腐敗》一書，以及 何增科先生撰寫《政治之癌：發展中國家腐化問題研究》係研究 中國大陸貪腐問題重要書籍。另「國家圖書館-全國博碩士論文 資訊網」探討「貪腐、腐敗問題」計有 15 篇論文與中共相關。 再由國際透明組織（TI）所設「貪污線上研究與資訊系統」 （Corruption Online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System，Coris）途 50 徑， 經鍵入「anti-Corruption」及「China」等關鍵字，計搜尋到 352 篇文獻資料。前述數據顯示，中國大陸與西方學者對中共反 腐研究之數量，遠遠超過台灣對此問題的關注。 本研究從新制度主義理性抉擇論途徑，分析貪腐發生因素， 雖然東西方國家以及台灣與大陸，在文化和道德規範上有其差 異，但對腐敗發生因素探討，理性抉擇途徑分析仍是一種有利工 具。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法學教授 Ackerman,S.R.，1999 年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出 版 《 腐 敗 與 政 府 》（ Corruption and Government：Causes, Consequences, and Reform）分從經濟、文 化與政治角度對貪腐的成因、結果和解決方案進行了系統的探 討。該文整合渠二十餘年反腐研究成果，藉由經濟、文化、政治 層面與反腐工作執行的困境，提出研究所得。作者指出：「反腐 改革首要目標，是減少腐敗交易發生以前的行賄、受賄動機，而 不是一昧強化事後懲治。反腐加強執法和監督力度是必要的，但 不把引發貪腐的動機、機會清除，則貪腐問題將持續惡化。」此 50 國際透明組織（TI）是全球跨國性非政府、非營利反腐研究組織，其所設「貪污線上研究與 資訊系統」（Corruption Online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System，Coris）是全球反貪腐運動參 與者最常瀏覽的網站之一，最後瀏覽日 2008 年 12 月 9 日。 25 結論與研究者探討中共官員貪腐成因概念相合，從理性抉擇途徑 分析貪腐發生，必須考量貪腐動機、機會與風險評估三大要項。 惟，本書未能從社會功能角度探討貪腐問題，係一缺憾，又因作 者對中共貪腐成因問題著墨甚少，無法作為本研究主要資料，但 可作為貪腐發生因素探討入門書。 胡鞍鋼編著《中國：挑戰腐敗》一書，作者任職北京清華大 學國情研究中心。渠與中央紀委會因學術研究常有互動，故其撰 寫文章會有第一手資料，經常被反腐研究者所引用，深受國內、 外學者重視。本書特色是蒐集國內、外學者專家文章，從不同角 度探討世界各國腐敗問題，並與中國進行比較。其第 25 至 31 頁 探討「中國目前反腐敗採取的主要措施」對於中國現行腐敗現象 說明詳細，研究者可經由此敘述，對中共現行腐敗現象有一整體 概念。其次「對中國主要腐敗類型經濟損失的初步估計」探討（46 至 64 頁）指出 1995-1999 年之間，每年因腐敗造成國家經濟損 失達 9,950-12,670 億元，並稱所揭露出來的貪腐損失，僅是其 中「九牛一毛」 。至於作者主張： 「嚴厲懲罰行賄方和受賄方，罰 以數倍行賄額或受賄額」。此節，研究者認為立意雖好，但因缺 乏配套措施，執行面恐有問題。先不論貪腐犯罪具有隱密性，行 賄、受賄金額不易認定問題，因為貪腐者多為智慧型或掌權者， 不會將貪腐所得申報財產。中共若能落實財產申報規定，並改採 偵辦時先凍結涉嫌人財產，較有可能進行財物上的懲處。 何增科先生於《中國社會科學季刊》撰寫〈中國轉型期的腐 敗、治理與善治〉一文。作者 1995 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博士班， 畢業論文即撰寫《政治之癌：發展中國家腐化問題研究》，自此 二十餘年來持續從事腐敗問題研究，故能切入時弊提出建言。該 文章指出中共必須實行法治，依靠法律手段來防範和清除腐化現 象，藉由立法越來越周全，越來越嚴密，不斷堵塞從事貪腐活動 26 的法律漏洞，確實是反腐根本之道；其次，加強監督以增加腐化 行為被發現和受到制裁的機會，作者此論點與研究者看法一致。 本研究從理性抉擇論途徑，分析貪腐犯罪成因係動機、機會與風 險的評估，法制完備可減少貪腐機會，查處貪腐犯罪率提升，可 因風險增加而不願觸法。至於作者主張監督方式採「新聞與輿論 監督」 、「在野黨監督」以及「建立和健全各種專門的監督機關」 三種方案。研究者認為以中共現況，應加強專門監督機關的職 能，新聞、輿論與在野黨監督，短期不易完成立法，成效不大。 作者另主張司法獨立確為反腐長久之計，但司法獨立如何完成， 文內未能提出確切做法或有階段性替代方案提出，甚為可惜。 黃秋龍先生於《展望與探索》雜誌上撰寫〈中共「兩高報告」 與大陸貪腐治理情勢之評析〉一文，作者畢業於政治大學東亞研 究所博士班，並於法務部調查局服務，對於中共問題研究有理論 與實務之經驗。本文指出在觀察中共反腐鬥爭的總體部署時，常 引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全國人大年會的工作報 告，因為該報告是觀察當前中國大陸貪腐治理情勢的基礎資料。 目前國際透明組織（TI）在評估各國貪腐狀況時，建立不同的測 量指標做為衡量與比較的基準，此種方式逐漸被國際社會與學術 界所認同、接受。本研究第二章亦從全球化的角度，觀察中共在 國際與國內組織反腐調查現況，作為論證之依據。本文雖提出針 對商業賄賂轉趨惡化的情勢，中共中央曾於 2006 年 2 月頒行《關 於開展治理商業賄賂專項工作的意見》，並成立中央治理商業賄 賂領導小組。可見，治理商業賄賂與貪腐問題相互之間有所聯 繫，乃因為兩者是互為因果的隱蔽關係。（此節，研究者後續調 查，中央治理商業賄賂領導小組組長由中央紀委會副書記、中央 51 書記處書記何勇兼任， 渠並擔任本文第六章所舉陳良宇貪腐案 51 李亞傑，〈深入推進治理商業賄賂專項工作〉，2007 年 7 月 31 日；何勇 2007 年 7 月 31 日在 北京中央治理商業賄賂領導小組會議報告，「新華網」 27 查辦主導人。）本文對於中共貪腐犯罪黑數甚高之論點，其如何 計（估）算未能敘明，可作為日後深入研究的方向。 Michael Johnston, 2005 年撰寫《Syndromes of Corruption: Wealth, Power, and Democracy》一書，由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出版。作者探討貪腐犯罪通常所產生的綜合症狀，包括：財富、 權力與民主惡化。渠認為現代人在政治生活上，必須戰勝三種邪 惡：貪腐、浪費與官僚政治（corruption, waste and bureaucracy）。 貪腐犯罪是以犧牲多數人的利益來謀取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其結 果不僅侵佔公衆的基本權益、破壞正常秩序、妨礙經濟發展，而 且會獎勵鑽營、鼓勵欺騙，因而破壞社會正常的道德秩序。故民 主政治體制不是解決貪腐問體的唯一藥方，因為不論是民主與非 民主國家，實際上均存在貪腐問題（請參閱本書頁 24） 。本研究 第三章小結亦說明，並非民主國家貪腐就少，顯見研究者與作者 看法一致。 Yan Sun (孫燕), 2004 年撰寫《Corruption and Market in Contemporary China》一書，由 Cornell University 出版。本書作 者強調兩個主題：第一，中國腐敗與經濟改革有關，後毛澤東時 代的貪腐嚴重，是經濟改革的副産品，經濟改革提供了大量的貪 腐機會和誘因；第二，貪腐與經改存在著互動關係，即使改革成 功，貪腐也會與其共存，貪腐犯罪會自動削弱政府改革和發展的 努力。本書的優點，是作者花費了相當多的時間，系統搜集並整 理了包括《中共黨風廉政文摘》等幾十種報章雜誌資料，藉以說 明中共貪腐的猖獗與市場的關係。這對那些身在海外，又不懂中 文的西方學者來說，提供了相當豐富的資料素材。 Guilhem Faber,2002 年撰寫〈Decentralization , Corruption and ，本文係從分權、 Criminalization--Chin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07/31/content_6457307.htm 28 腐敗與犯罪化-從比較分析的角度看中國。作者認為共黨壟斷經 濟、社會資源的政治體制，造成貪腐問題嚴重。中央必須將權力 下放至地方，否則掌權者藉由尋租模式貪腐，將成為慣例。江澤 民臨危任命為共黨中央總書記，其反腐必然會面臨著進退兩難 （dilemna）的困境，在北京曾流傳著一個笑話： 「反腐鬥爭，以 挽救國家，或不鬥爭，以挽救黨」 （to fight corruption in order to save the country, or not to fight it in order to save the party ）顯見共 黨貪腐問題之嚴重。本研究第二章第二節，探討中共貪腐問題現 況，舉出學者調查結果的分析，另藉國際透明組織（TI）等跨國 性調查機構調查所得，說明中共貪腐問題屬於嚴重國家等級。 Yan Sun (孫燕), 2001 年撰寫〈The politics of conceptualizing corruption in reform China〉一文，作者是以中國政治貪腐改革為 探討主題。本文調查中國大陸 1980 至 1990 年代的貪腐問題，並 解析其定義、來源與結果，對於想瞭解中國政治貪腐問題，具有 啟發價值。從西方社會角度觀察中國貪腐問題，常有其觀點上之 差異性，因為中國政治貪腐有其獨特性與脈絡。作者結論，認為 中國 1978 年經濟改革開放以來，因政治制度與經濟發展未能契 合等因素，造成 1980 至 1990 年期間貪腐劇增。本研究第二章第 一節，亦從中國環境改變，觀察分析中共貪腐問題的變化。鄧小 平 1978 年推動經濟改革開放，渠主張讓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 策，在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形成雙軌制，也因經濟快速發展而與 政治、反腐等相關制度產生落差，促成中共貪腐問題惡化。 Bruce Gilley, 1998 年撰寫《Tiger on the Brink：Jiang Zemin and China’s New Elite》一書，由 Berkeley University 出版。本書 作者指稱，江澤民在六四天安門事件時，支持中央以武力鎮壓學 生與人民，獲得鄧小平提拔，從上海市委書記躍昇為國家總書 記。但因渠並不是原規劃之國家領導人，故至北京掌握國家權力 29 之後，仍需與黨政軍菁英妥協，釋放出國家利益給各派系，以謀 求執政順利。在江澤民主政下，政府權力與派系利益大幅交換， 雖然渠個人執政權力日趨穩固，但中共貪腐犯罪卻惡化，問題也 日益嚴重。作者論點在本研究第二章中共貪腐問題現況分析可以 得到支持，江澤民主政期間，中共貪腐問題確實較為嚴重。 總之，對於貪腐發生因素探討，西方學者多以理論建構探 討，中國學者善於實務分析。研究者以中共官方公布資料，同時 結合學者論述，於第二章第一節「環境改變貪腐變化」進行貪腐 發生因素說明，再於第二章第二節「貪腐調查結果分析」對於中 共貪腐問題現況詳細分析。基於本研究重心為中共中央紀檢組織 反腐功能之探討，有關中共貪腐發生因素探討不是重點，故僅列 舉前述重要文獻作為基礎參考資料。 二、從反腐政策制度探討 有關「反腐法制探討」的文獻，在「中國期刊網」收錄 265 篇文章，以相同文字在台灣「國家圖書館-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 網」與「遠距圖書服務系統」查尋收錄 25 篇。對於中共反腐法 制、政策與機制等議題的探討，大陸學者涉獵層面較廣，但批判 檢討性內容較少；台灣仍以研究中國大陸政經發展的學者與機 構，所發表之文章較具專業；國外學者則多以歐美國家反腐制度 作為研究重心。 國際透明組織（TI）常務理事 Jeremy Pope 依據該組織之研 究報告，撰寫《National Integrity Systems-The TI Source Book》一 書，該書共分 16 章，前 4 章是反腐理論分析，後 12 章是反腐實 際應用。書中例舉：英國貪腐犯罪查辦對於檢舉人保護制度、美 國藉新聞自由來監督政府的制度、新加坡反腐設計與組織架構優 越、韓國第 13957 號法令規定，禁止在金融交易中使用虛構的或 借用名稱逃避追查（此節，中共監察部亦在努力推動金融「實名 30 52 制」 ） 等成功反腐策略。本書重點放在反腐政策實質性改善，並 彙整國際上推動反腐工作的情況與經驗，其中揭露了印度、祕魯 等國家官員貪腐的惡劣現象和手段。作者指出不論是在未開發還 是已開發國家，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制度中，都存在官員貪腐問 題，且都對廣大人民造成傷害。因此國家重大反腐政策的改變， 經常涉及法令規章、稅收制度及現行獲利者的問題，故其改革過 程是困難又費時，無法立即獲得成果。該組織調查結論，各國政 府均有反腐的意願，但實際獲得成功者非常少見，顯示出反腐工 作的困難性。本書優點，是援用國際透明組織調查資料作為論述 參考依據，具有相對可靠性且對全球反腐制度有概略介紹，但亦 因此未見深入性的分析，特別是中共反腐制度分析的缺乏。 李成言主編《廉政工程：制度、政策與技術》，本書係由北 京大學廉政研究中心學者分工所撰寫，於 2006 年完成，因採用 資料甚新，故有參考價值。全書分三編：第一編，是廉政系統工 程制度分析，探討制度層面的政治民主監督、社會民主監督以及 輿論監督等問題；第二編，是廉政系統工程政策分析，探討民主 監督機制引入的必要性分析、廉政決策結構與民主監督效力、廉 政政策執行監督和廉政政策失敗與廉政政策終止等問題；第三 編，是廉政系統工程技術分析，探討社會廉政系統工程、廉政政 策問題、廉政預警基本理論，與廉政預警系統工程化等問題。本 書第二章（頁 67）指出： 「在對西方分權理論和代議制度進行批 判繼承的基礎上，馬克斯主義者提出了『議行合一』，以人民群 眾為監督主體的監督學說。」社會主義國家代議制機構具有三個 特點：一是：代議機構建立在單一的公有制基礎上，因而意見易 於集中，議事效率較高；二是：代議機構集中了所有的國家權力， 具有最高權威，其他的國家機關必須向代議機構負責；三是：代 52 謝鵬程，〈國際反腐敗經驗揭密〉，《人民論壇》，2006 年 17 期（2006 年 8 月），頁 13-15。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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