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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网’行动现在只是一个开始。如果
不加强海外追逃，中国的反腐败缺了一条腿。这个

行动也许有期限，但最终的结果是应该建立国际反腐败的
常态化机制。而这个行动就代表了这种机制已经开始启动。”田

德文说。
追人和追赃，海外追逃的两大任务。不过，目前中国海外反腐还面临比

如跨境追逃涉及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司法制度等难题。目前仍有不少潜逃境外
的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

“天网”行动并非毫无阻力，还有诸多问题尚待解决。
队伍建设是很重要的方面。在接受采访时，中国社科院廉政研究中心专家高

波提出，追逃工作中相关领域的专业人才还需要大力充实。面对海外执法，工作
人员的语言能力、业务素质过硬，才能有效进行司法对接。

同时，利用“天网”行动这一契机，我国应加强谈判桌上的反腐外交工作。
分析人士认为，目前，与我国没有签署引渡条约的国家还存在很大阻力。在加强
反腐合作的同时，与美国、加拿大等国务实合作的机遇也要牢牢抓住，固化成双
边协议。

另外，追逃的同时也要加大追赃力度。应与他国协商签订财产追缴协定，进
一步完善国际反腐机制。

长期研究中国相关问题的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魏德安表示，由于
没签引渡条约，中美追逃追赃合作“有难度”。魏德安认为，中国应善用美

国法律体系，拓展追赃渠道。着眼当下，中美须加大追赃信息共享。
“‘天网’行动是国际上少见的由一个国家开展的大规

模国际反腐行动，这是我国多年反腐工作的重要进
展，相信也将为世界各国提供反腐示范。”田德

文认为，“天网”行动就是要向国际社会展
示中国反腐败的决心，表明中国在

反腐败的问题上“宜将剩勇追
穷寇”。

记得小时候看电视剧，
印象中打打杀杀之际，常有人撂
下句狠话：“天堂有路你不走，地
狱无门闯进来。”

不过，究竟所谓“天堂路”是不
是真正平安美好的“天堂路”，的确
是需要正确厘清的。可能对于很多
潜逃海外者，特别是违纪违法后妄
图以外逃来逃避党纪国法制裁的贪
腐分子来说，在他们大肆贪腐的同
时，大约都做着一个差不多的“美
梦”：趁着有职有权狠捞猛贪，家人子
女都送到国外，孤身一人留在国内的
官位上，没被组织发现就再继续贪，
一有风吹草动，立刻卷款跑路，到了
国外还能锦衣玉食，仍然逍遥法外。有
的说不定还在想：世界那么大，真要抓
捕到自己头上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追赃什么的更难了。正是抱着类似的想
法，做起了在位猛捞，出事就跑的“黄粱
美梦”。

不过事情正在起变化，随着反腐力
度的不断加大和制度建设的不断加强，
贪腐分子所梦想的“天堂路”，现在看起
来走不通了。

通过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
度的实施，“裸官”难以藏身，既在限入性
岗位任职，其配偶或子女又不愿意放弃移
居的领导干部，要被调整岗位。反腐力度
又不断增强，没有地域禁区，没有“时间迷

信 ”，也 不 讲 什 么“ 退 休 保
险”，不论是

“
苍蝇”还是“老虎”，只要是
贪官，什么样的保护伞也罩不住，越来越多
的贪腐分子现了原形。再说想“跑路”吧，
随着中国大力推动和参与的反腐败国际合
作、树立的境外反腐追逃的坚定决心以及
推出的有力举措，正在全球更广范围内编
织起一张更加细密的“天网”，“尚有一人在
逃，追逃绝不停止”的坚定信心，让外逃贪
腐分子把海外当作“避风港”的美梦彻底破
灭。就说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开设的反腐
败国际追逃追赃网上举报专栏吧，不仅收到
了来自亚洲、欧洲、美洲等海外举报件，而且
还收到了热心人士的自荐信，表示愿意为追
查外逃官员贡献力量，海外追逃追赃受到民
众支持可见一斑。

于是人们看到，一个个逃出去的贪腐
分子不仅在国外过不上梦想中的好日子，
还要被一一抓回，潜逃美国两年半的辽宁
省凤城市委原书记王国强，在回国向中国
纪检监察机关投案自首时写下的自述中还
后悔不迭地描述了潜逃生活的窘境：潜逃
中有护照不敢用，有病不敢就医，与国内亲
人不敢联络。王国强的生动“教材”，警示
那些妄图到国外躲上一阵避避风头或是平
安着陆的念头，还是趁早收了吧！

反腐高压态势丝毫没有放松，官场潜
规则正在逐渐被打破，风清气正的政治生
态正在重建。对于官员来说，需要认识到，
当官就不要想着发财，法律底线不可触碰，
要始终严格要求自己，把好权力关、美色
关、金钱关，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

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2015 年 3 月 28 日下午传来消息，反腐败国际追逃
追赃“天网”行动首战告捷。
按照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的统一部

署，在我外交部和驻老挝使馆大力支持下，公安部派出的联合缉捕工
作组将潜逃老挝的天津市国税局直属分局原局长庞顺喜、天津港保税区

瀚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安慧民成功押解回国。
何谓“天网”？2015年 4月，我国正式启动“天网”行动，追捕海外在

逃腐败分子。该行动由多个专项行动组成，分别由中央组织部、最高人民检察
院、公安部、人民银行等单位牵头开展。

“天网”手段很多样。据介绍，这一行动将会综合运用警务、检务、外交、
金融等手段，集中时间、集中力量“抓捕一批腐败分子，清理一批违规证照，
打击一批地下钱庄，追缴一批涉案资产，劝返一批外逃人员”，织起一张法治天
网，在外逃腐败分子心中投下巨石。

事实上，围绕着追逃事宜，十八大以来，中国做足了功课。
仅2014年，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的统一部署下，“猎狐2014”就抓获外逃

经济犯罪人员680名；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明确提出“狠抓追逃追赃，把腐
败分子追回来绳之以法”；3月24日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业务培训班开班……

与世界的合作也越来越频繁。据总结，无论是在东南亚国家的“多点开
花”，还是在美洲、大洋洲的“重点突破”，或是在欧洲国家首次获批引渡经

济犯罪嫌疑人，中国的国际追逃行动，早已大大压缩贪腐分子逃往国外的
空间。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萨基 3 月 25 日证实，中方已向美方提供过追逃名单，
美中两国就中国追缉贪官等执法合作问题进行定期接触。

追逃正在体现出强大的震慑力。以2014年的追逃为例，在去年
10月公安部等四部门发出敦促回国投案自首的通告后，截止期前

最后几天，很多贪腐分子几乎是“排队自首”，生怕赶不
上时间。

“每一个逍遥法外的在逃贪官，都是
反腐败之路上的很消极的示范，打

击海外在逃分子势在必行。”
中国社科院廉政研究

中心理事田德
文表示。

“天网”之下
海外不是法外

““天堂路天堂路””断断，，
清白为官才是正道清白为官才是正道

叶晓楠

“天网”行动并非凭空产生，国际追逃如何开
展，在中国经历了多年探索。如今这种多部门协作

的方式，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发威。
事实上，早在1996年1月27日，我国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

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就明确提出，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都要在党委的领导下，成立由有关执法、执纪部门主要领导参加的反腐

败协调小组，加强对查处大案要案的统一领导和协调。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败力度明显加大，既打击国内贪腐势力，也把反腐的天罗

地网撒向外逃贪官，加强了抓捕外逃腐败犯罪嫌疑人方面的国际合作。特别是去年的“猎狐
2014”专项行动，成果显著。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指出，不能让国外成为一些腐败分子的“避罪天
堂”，腐败分子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追回来绳之以法，5年、10年、20年都要追，要切断
腐败分子的后路。他还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强调，要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加强防逃工
作，布下天罗地网，决不能让腐败分子逍遥法外。

2014年，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设立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作为办事机构 （具体工作由中
央纪委国际合作局承担）。其中，办公室成员由与追逃追赃工作密切相关的中央纪委、最高法、最
高检、外交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人民银行等单位负责同志组成。

这些部门之间的协作，将成为未来很长时间内海外追逃的常态。
“天网”行动中，中央组织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人民银行等单位协同合作，各有侧重。

按照部署，公安部牵头开展“猎狐2015”专项行动，重点缉捕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和腐败
案件重要涉案人；最高人民检察院牵头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重点抓捕

潜逃境外的职务犯罪嫌疑人；人民银行会同公安部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
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专项行动，重点对地下钱庄违法犯罪活动，利用离岸

公司账户、非居民账户等协助他人跨境转移赃款等进行集中打击；
中央组织部会同公安部开展治理违规办理和持有因私出入

境证照专项行动，重点对领导干部违规办理和持有证
照情况进行清查处理，并对审批、保管环节负

有责任人员进行追责。

部门协作
打破“避罪天堂”

“海外追逃是反腐的重要方面。从国际层面上来讲，
‘天网’行动是在国际反腐合作的框架下，采取的深度反腐行

动。”田德文说。
去年北京 APEC会议期间通过的 《北京反腐败宣言》，成为第一个由中国

主导起草的国际反腐败宣言。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尚未与中国签订引渡条约的
国家，参与宣言签署，推动中国对跨境腐败行为的打
击力度进一步增强。

“中国的实力越强大，影响力就越强。世界各国积极合
作，打击我国腐败犯罪分子，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道义责
任，但同时也是因为中国影响力在增大。”田德文认为。

“同时，国际合作也将进一步强化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
位。”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袁鹏认为，美国近
期以来的积极参与，也是看到了中国反腐的决心，看到
反腐最终结果有利于清理中国政治和商业环境，对中美关
系的长远发展有利。正因如此，才选择转变态度做中国反
腐的“积极合作者”，他认为，反腐将成为中美关系新增长
点。

不光美国，截至2014年11月，中国已对外缔结39项引渡条约和52项刑事司法协助条约，
还与美国、加拿大等建立了司法与执法合作机制，已初步构建起追逃追赃的国际合作网

络，切断贪腐分子的海外逃逸途径。
“中国加大与国际社会反腐合作力度，既是自信与开放的表现，也彰
显了中国对依法反腐的重视。”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表示。

3 月 31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中方希望与
有关国家在此领域进一步开展合作，“‘天网’行动是

中国政府针对外逃腐败犯罪分子部署开展的重要
行动。加强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合作是国

际社会共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
国家希望成为腐败分子的天

堂，都愿意加强反腐
败方面的合作。”

国际合作
拓展“海外战场”

国际合作
拓展“海外战场”

机制建设
获得国际共识
机制建设

获得国际共识

以前，曾经认为贪腐官员逃出国门就“安全”了。但十八大以来的事实
早已证明，“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原则并不因地域限制而失效。

一张“天网”，在这个4月被撒下。在中国追贪的工具箱中，“天网”所
承担的重任，是让贪腐者所逃往的天涯海角，在法律范围内一视同仁。中国
反腐的决心，世界在支持，也在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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