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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4 月，姜廷宪因涉嫌
受贿、滥用职权犯罪，被移送九
龙坡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还有的案例中，一些官员申
请提前退休后，甚至主动提出放
弃退休待遇。杭州台《廉政经纬》
栏目披露的杭州市公安局副巡视
员邱平案就是典型案例。
　　2012 年，时年 54 岁的邱平
申请提前退休。2018 年，他主动
向组织要求放弃退休待遇。2003
年 1 月，邱平还被提拔担任杭州
市公安局网监支队支队长。邱平
在出镜时称，他只想着怎么把网
监支队做大，做大了才有权，“我
就跟军阀的思想一样，觉得要有
地盘才有权”。
　　2004 年 9 月，杭州市公安局
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支队正式
更名为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分
局，邱平担任该分局局长。邱平
与多家企业的负责人交往密切，
其中就包括杭州某信息技术公司
负责人邱某某，两人还以兄妹相
称。
　　“我这人江湖义气就很重，
朋友、兄弟要我帮忙，我都要帮。
邱某某的企业是我们网安分局重
点监管的企业，服务器上的内容
我们是要重点监管的。一旦发现
她的服务器存在有害信息，我就
打电话通知她，让她删除，这样
她就不会受到查处。”邱平称。
　　为了表示感谢，邱某某多次
提出要送给邱平好处费，邱平都
回答“等退休后再说”。2005年，
邱某某让邱平去她公司“工作”，
并开出了 100 万年薪。2012 年，
邱平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第二
个月就到邱某某公司担任“法务
顾问”。
　　邱平称：“我也不用去干活，
也没有办公室。每个月她发给我
钱，我也就理所当然地收了。”
　　2017年 11月至2021年 5月，
邱平还以“领取工资和年终奖”
的形式，收受某网络公司老板孙
某某送予的好处，共计74万余元。
　　调查发现，退休以来，邱平
先后接受杭州某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浙报某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

邀请，出任安全法务顾问，收受
“顾问费”320 余万元。
　　2021 年 5 月，在全国政法
队伍教育整顿期间，邱平被查。
2022 年 5 月 , 邱平因受贿罪，获
刑五年，并处罚金 40 万元，赃
款没收上缴国库。
　　值得注意的是，自 2022 年
以来，在中央和地方层面，针对
离职或退休公职人员的相关问
题，出台过相关文件。如，中共
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新
时代离退休干部党的建设工作的
意见》，在严明纪律规矩方面，
明确提出离退休干部党员特别是
担任过领导职务的干部党员要严
守有关纪律规矩，不得利用原职
权或职务影响为自己和他人谋取
利益。
　　北京市纪委监委出台《关于
开展离职公职人员违法乱纪问题
专项整治的工作方案》，提出全
面开展离职公职人员违法乱纪问
题专项整治。
　　杭州市出台了《关于规范领
导干部廉洁从政从业行为进一步
推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实施细
则（试行）》，明确规定严禁领
导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休后在规
定期限内利用原任职务影响谋取
私利，建立健全领导干部辞去公
职（退休）后从业行为限制清单
和报告承诺制，加强对各单位落
实此规定的指导和监督检查。

如何解决“离职腐败”？

　　多位受访者认为，防范问题
官员出现“离职腐败”问题，还
有一系列工作要做。
　　江苏南京市一位纪检干部告
诉《中国新闻周刊》，针对部分
公职人员的离职腐败问题，确实
监管起来存在一定的难度，特别
是一些人离职或退休后，进入家
族式企业包括同学、战友、老乡
等开办的企业，监管的难度更大。
针对这类问题，相关部门要建立
起领导干部全周期管理档案，特
别是对其离职或退休后的“管
理”，跟踪监督评估。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杨
少华建议，党员领导干部离职后，

其原有职权还会在一定范围、一
定时期内产生影响或发挥作用，
应细化相关规定，对离职后的就
业范围、就业时间等划出“硬杠
杠”，守住官员辞职、离职后“从
业红线”，不能进入的行业、企
业坚决不能进入。
　　二十大报告中提到：坚决查
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
败，坚决防止领导干部成为利益
集团和权势团体的代言人、代理
人，坚决治理政商勾连破坏政治
生态和经济发展环境问题。
　　毛昭晖表示，有的官员提前
离职或退休后，成为权势团队代
理人的现象值得警惕。这是一种
更有预谋的新型腐败，带有明显
的组织化腐败特点，他们里应外
合，性质更为恶劣，查处难度也
更大。
　　早在2013年，中组部印发《关
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
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简
称《意见》），其中规定：现职
和不担任现职但未办理退（离）
休手续的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企
业兼职（任职）；辞去公职或者
退（离）休后三年内，不得到本
人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
围内的企业兼职（任职），也不
得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
的营利性活动。
　　《意见》明确，有领导干部
退休后三年内，想去本人原任职
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外的企
业任职，必须由干部本人事先向
原所在单位党委（党组）报告，
由该企业出具任职理由说明材
料，所在单位党委（党组）按规
定审核并按干部管理权限征得相
应的组织（人事）部门同意后，
方可任职。
　　《意见》还明确，辞去公职
或者退（离）休后三年后到企业
兼职（任职）的，应由本人向其
原所在单位党委（党组）报告，
由拟兼职（任职）企业出具兼职
（任职）理由说明材料，所在单
位党委（党组）按规定审批并按
照干部管理权限向相应的组织
（人事）部门备案。
　　毛昭晖认为，《意见》对领
导干部辞职或退（离）休后的多

官员“逃逸式辞职”背后

”

种情形做了相关规定，但在现实中，很
多地方没有严格执行该规定。这类人员
离任后，去跟原单位打交道时，现在也
没有规定他们需要向原单位提前报备。
　　毛昭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要
治理好“离职腐败”问题，需要从多方
面着手。
　　首先，要管住出口。对这类人员要
做好审计工作。现在相关规定明确，正
在接受审查调查人员不能辞职，但是对
一些涉及问题举报线索人员，能否辞职
也要做明确规定。在组织人事等部门对
这类人员做好审计工作的同时，纪检监
察机关也要再监督、再审查。如果在审
查过程中，发现他们跟某些单位关系密
切，就要立即进行和查实。
　　其次，纪检监察、组织人事等部门
应对这类人员建立大数据监控体系。对
他们在职时的工作职务、奖惩记录等进
行全面登记，这种大数据筛查分析系统
建立起后，便于对他们的后续行为进行
监管，及时发现问题。
　　再次，要做好延伸监督。这类人员
离任后，检监察机关要做好后续工作，
要对他们进行阶段性回访排查，发现问
题要早提醒、早处置。
　　《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辞去公
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县处级
以上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
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
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
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
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后有违反
前款规定行为的，由其原所在机关的同
级公务员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不改正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没
收该人员从业期间的违法所得，责令接
收单位将该人员予以清退，并根据情节
轻重，对接收单位处以被处罚人员违法
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毛昭晖认为，《公务员法》上述规
定惩戒力度偏轻，仅要求这类人员要对
相关行为进行更正或没收他们的违法所
得，不足五倍的罚款力度也难以起到震
慑作用。而且与《意见》的规定没有协
调起来，也未对公务员在离职两年或三
年后，从事相关的营利性活动的行为如
何监督予以明确。所以，有必要对现行
《公务员法》进行修订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