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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拟查封
中国贪官10亿美元赃款

对于外逃贪官的去向，中外媒体一致
认为，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排名靠
前的几个藏匿地，这些地区甚至已经形成
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贪官一条街”和“腐败
子女村”。

有分析称：一方面，这三国是传统移民国
家，生活质量和教育水平等均有很强吸引力；
另一方面，我国与这些国家在司法合作方面
还存在许多不足。

英国路透社援引《中国日报》消息，称“中
国有150多名‘经济逃犯’在美国逍遥法外”，

“其中许多是贪官或涉嫌贪腐人员”。
另一个贪官多选的目的国是加拿大。《华

尔街日报》称，很多中国人将加拿大视作“贪
官乐园”。中国人喜欢把财产存放在加拿大，
有时甚至带着一箱箱的现金来到加拿大。数
据显示，从2011年4月到2012年6月，多伦
多和温哥华机场共查获来自中国的1300万
美元未申报现金。

洛阳第七人民医院
椎间孔镜技术微创治疗椎

间盘突出症。
我院椎间盘专科是豫西地

区专业治疗椎间盘突出症的专
科病区。采用高清进口椎间孔
镜、低温等离子射频消融术、臭
氧氧化术等十余种微创技术治
疗颈、腰椎间盘突出症，不开刀，
创伤小，安全，疗效好，达到国内
先进水平。
电话：64209510 13849963298
高主任 15937927669

健康资讯 65139977

贪官外逃长期以来一直是敏感话题，究竟有多
少外逃贪官，官方语焉不详，而民间和学术界则多有
议论，版本很多。

2003年，中国外逃贪官数据在学术界和民间出
现。《半月谈》当年6月上半月刊统计称，中国至少有
4000名贪官携50亿美元外逃。

2004年，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的研究报告《离岸
金融中心成为中国资本外逃“中转站”》称，“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外逃贪官数量约为4000人，带走资金约

500亿美元，人均卷走近1亿元人民币”。此后，媒体
大多引用此数据。

2008年6月，央行在题为《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
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的课题报告中，援
引社科院的一份调研资料披露，从20世纪90年代中
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
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驻外中资机构外逃、
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8万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
人民币。

□据 人民网

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目前，一场警方国
际联合行动正在展开，行动的对象是逃往澳
大利亚的中国贪官，这些贪官携带的赃款数
额高达10亿美元。

报道说，估计在几个星期之内，澳大利亚
当局就会查封中方通缉的7名最重要经济逃
犯的资产，这些移居海外隐姓埋名的贪官携
带的赃款高达10亿美元。

澳大利亚中国市场研究集团董事总经理
莱恩说，确实有几名伪装成富商的嫌疑人已
经获准定居在澳大利亚最大的城市。“你到了
悉尼之后就会发现，许多1千万、2千万、3千
万的地产都是被一些和政府有关系的中国人
买下了。这些人的巨额收入都不是许多澳大
利亚人所能憧憬的。他们确实很腐败。”他说。

虽然中澳之间并没有引渡条约，但是澳
大利亚可以依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向中国
提供协助。澳方警察相信，潜在的嫌疑人也包
括一些已经加入澳大利亚国籍的人，他们通过
洗钱把这些非法所得伪装成来自中国的正当
商业收入。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宣称，他们已成
功没收了一些中国经济逃犯的非法所得。

中国贪官外逃多选美加澳
藏匿地成“腐败子女村”

□据 人民网北京10月28日电

中国今年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全球追逃追赃的“猎狐行动”，加快追缉外逃贪官的步伐。有媒
体分析，高层试图震慑那些“贪饱就跑，一跑就了”的贪官：海外不再是避风港。

“已经有相当一批嫌疑人的动向被掌握，犯罪嫌疑人落地海外就告平安的妄想已经难以实
现。”据有关人士披露，目前有关部门正大力完善外逃嫌疑人的信息。随着一系列海外追逃行动
的相继展开，中国外逃贪官的现状再次成为焦点。

央行发布的报告建议加强对重点地区、敏感行
业、特定人群和特定消费方式的监测，特别提到的敏
感行业和部门包括金融、垄断性国有企业、交通、土
地管理、建筑等行业和税收、贸易、投资部门等。

据媒体梳理报道，在从1992年至2014年的22
年间，公开报道的外逃人员共有51人，其中21人为
政府部门各级官员，占总人数的约一半，19人为国企
负责人，11人曾在银行等金融机构任职，其余多为企

业负责人。
21名外逃政府官员，多数是地方或部门的“一、二把

手”，手握实权，如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贵州省交通厅
原副厅长卢万里、深圳市南山区政协原主席温玲等。

在19名国企负责人中，比较著名的外逃者均为
“一把手”，如昆明卷烟厂原厂长陈传柏、上海康泰国际
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钱宏、河南服装进出口公司原总经
理董明玉、黑龙江省石油公司原总经理刘佐卿等。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2013年10月
曾披露，在2008年至2013年5年间，共抓获外逃贪
污贿赂犯罪嫌疑人6694名。这是官方首次给出的
外逃贪官被抓获的数据。

中纪委此前通报，仅2013年中秋和十一两个假

期，出境的公职人员有1100人没有按时返回，其中
714人确定外逃。今年2月，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法治
蓝皮书做出预警性判断，认为2014年腐败公职人员
外逃现象可能还将增多，特别是前期已经有关系人
和资金在境外的公职人员，外逃机会增大。

最高检：5年抓获近7000人

央行：外逃贪官有1.8万人

外逃地：多选美加澳5

相对于高级官员，地方基层干部出入境管控相
对宽松。从2008年至2014年，外逃官员的级别呈
现从高向低发展的趋势。此外，外逃官员所在的部
门也由“热”向“冷”变化。

中山大学的一项调研发现，随着公众公共服务

需求的增加，公共卫生、园林绿化、环保等部门也变
成了“热衙门”，可以支配大量的资源和资金，为滋生
腐败提供了温床。研究人员指出，近两年养老金、保
障房、三农资金管理等与民生相关的政府部门官员
外逃数量呈上升态势。

外逃贪官特点：手握实权，多为“一、二把手”

外逃趋势：级别呈现从高向低发展的趋势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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