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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长期以来，腐败问题犹如生长着的毒瘤，危害着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民主法
治。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腐败犯罪日益严重，腐败现象使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增长了30％，仅
拉美国家每年被侵吞的财富就达210亿美元之多。
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研究发现，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如果腐败严重的穷国设法把腐败降低到中等程度
，那么其人均收入就能提高300％。
2001年联合国曾发表了一份关于全球腐败问题的报告，警告各国“政府的腐败每年都要使全世界损失
大约6000亿美元的资金。
这意味着每天当我们送走夕阳的时候，世界上的腐败官员就又卷走近17亿美元。
全世界的190多个国家中，每个国家都有一些人在行使权力的时候，收取贿赂或佣金”。
　　腐败破坏民主体制和价值观、道德观和正义，并危害着可持续发展和法治。
“腐败就像常见的流行性感冒，没有国家能对其免疫”，腐败犯罪问题不是某一个或几个国家独有的
现象，已经成为困扰国际社会的普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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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国际社会在防控腐败方面的第一个全球性和全面性的国际公约，是联合
国历史上第一部全面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提请审议批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议案中指出，批准这一公约“有利于我国
开展国际合作，遣返外逃腐败犯罪人员，追缴被非法转移国外的资产，有利于我国 建立健全教育、制
度、监督并重的腐败预防与惩治体系。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于2005年在我国获得批准通过，对于健全和完善我国的反腐败法律机制将发
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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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腐败犯罪日益隐蔽化、智能化、复杂化。
腐败犯罪的犯罪主体大多是国家公务员或私营部门担任一定职务、具有一定职权的人，这些人往往掌
握与权力相关的大量社会资源，他们往往有预谋地事先编织各种社会关系网，寻求保护，或者事先就
准备好真实的化名身份证、化名护照，一发现风吹草动，就立即潜逃或出境。
再加上这些人本身文化水平较高，熟悉相关专业知识和法律知识，所以善于隐蔽隐藏或掩饰自己的腐
败行为。
另外，随着以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为主要特征的高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普及，技术的价值负荷性使
腐败机会明显增多，运用科技手段实施的腐败犯罪也日益增多。
更为严重的是，腐败犯罪已不是单纯的腐败，而是往往与其他许多犯罪结合在一起，使得腐败犯罪更
加复杂化。
如政府官员利用手中权力给毒品犯罪分子、有组织犯罪分子充当“保护伞”，以获取非法利益，而毒
品犯罪分子、有组织犯罪分子为了获得更大更牢固的支持，也经常给予政府官员大量资金，不遗余力
地扶植他们攀上更高的职位。
腐败犯罪与洗钱犯罪之间也具有重要的联系，能否转移和隐藏钱财对腐败分子至关重要，腐败分子一
旦获取巨额钱财后甚至在打算腐败之前，都会想方设法通过洗钱，将这些转移海外或用于投资。
这些都无疑增加了司法机关发现并查处腐败犯罪案件的难度。
　　第四，腐败犯罪跨国化、跨地区化，并出现了全球化的趋势。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间的政治交往和经济交往日益密切，人员流动日益频繁与自由，腐败犯
罪也日益呈现跨国、跨地区的特点，并出现了全球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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