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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从十几年前就开始将欧洲的联合现象与亚洲结合起来加以思考。
而且，我的结论是，像欧盟（EU）那样的地区性国家联合的形成乃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我
预测亚洲也必将于某一时期出现在某种形式上趋于联合的动向。
大约自2002年开始，我曾数次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们谈起这一见解。
令我吃惊的是，虽然在全中国对该种预测尚未形成一般性共识，但是，法学研究所的同仁们却早已洞
察了这一趋向，还基于这样的想法建立了亚洲法研究中心。
法学所亚洲法研究中心的设立不单限于对亚洲各国法律制度的比较研究，更预测到不久的将来亚洲也
必将逐步形成共同的法律秩序，并立志于基于此种对未来的预测进行研究。
本文准备就以下几个问题介绍我的看法，即不久的将来，亚洲至少是东亚有可能形成某种形式的共同
体，因此有必要从现在开始，对以该共同体的逐步形成为前提而逐步形成的法律秩序以及进行该研究
的顺序进行研究。
我不知道我的这种看法与法学研究所的看法是否相同，在此仅供各位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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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亚洲法论坛第三卷：亚洲反腐败法制比较研究》由亚洲法研究中心主任田禾研究员主编、秘书长吕
艳滨博士担任副主编。
该书共分五大部分。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传媒与信息法研究室主任陈欣新撰写了本书第一章“亚洲反腐败
法制的现状及演变”，该章比较分析了亚洲有关国家和地区反腐败法制的基本情况。
第二章“亚洲反腐败机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周方冶撰写，该章研究分
析了亚洲有关国家和地区反腐败机构的形成历史、职能特点、特设机构与非特设机构等内容。
第三章“亚洲反腐败的预防机制”由吕艳滨撰写，该章从增强政府运行透明度、构建利益冲突防止机
制、建设财产申报制度等角度分析了亚洲主要国家和地区反腐败预防机制的基本情况。
第四章“亚洲反腐败刑法机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蒋熙辉撰写，对亚洲主要国家
和地区腐败行为形态、腐败犯罪构成、腐败犯罪罪名、腐败犯罪的法定刑等进行了梳理。
第五章“亚洲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对亚洲反腐败国际合作的法律基础和主要机制进行了比较，由田
禾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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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与行政监察机关    三、人民检察院    四、国家预防腐败局第三章 亚洲反腐败预防机制  第一节  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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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亚洲反腐败法律机制比较研究>>

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亚洲反腐败法律体系的发展与完善一、腐败行为的定义（二）腐败行为的主要分类根据
不同的角度和准则，腐败行为主要可分为以下类型：1.个别性腐败与整体性腐败个别性腐败，是指统
治集团中的个别成员、附庸或由其所组成的小团伙利用手中握有的公共权力及所属的统治集团的威慑
力量，谋取不义利益、欺诈勒索民众。
个别性腐败并非统治集团的本质性腐败，而是一种个别性变异，其产生原因往往不尽相同，且多与腐
败者自身的素质、修养水平密切相关。
在统治集团执政初期发生的腐败现象多为个别性腐败。
个别性腐败并不能被看做是统治集团发生质变的标志，其防治的难度比较小，但根除的可能性也比较
小。
整体性腐败，是指统治集团完全蜕变为依仗国家权力的支撑，利用其执政地位，运用各种方式压制民
众、鲸吞国家资源，谋取集团性不义利益，将自己置于人民对立面的严重腐败现象。
整体性腐败是统治集团彻底发生变异的标志。
整体性腐败往往发生于统治末期，发生整体性腐败的统治集团从表面上看似乎十分强大自信，其牢牢
控制国家机器，把持舆论工具，不承认也不允许人民抨击其腐败的本质，然而这正是其行将崩溃前的
垂死挣扎的表现，其统治结束的日子已为时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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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对中国人民来说，2008年是特别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我们经历了太沉重的苦难和太多的挫折。
当年初突降的一场大雪阻断了在外忙碌了一年的旅人回家团圆的迢迢之路；当3·14雪域高原熊熊燃烧
的火焰夺去数个如花少女的生命；当奥运火炬传递在巴黎于众目睽睽之下遭到抢夺和阻挡；当5·12汶
川地震以惊人的破坏力，在我们眼前夺走了近10万亲人的生命，其中有近2万是豆蔻年华的青春少年；
当嗷嗷待哺的婴儿因饮用添加了化工原料三聚氰胺的牛奶而痛苦挣扎，甚至命丧黄泉；当金融风暴席
卷全球，中国面临企业停工，工人面临失业⋯⋯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叹息、愤怒、错愕，心中充满了
悲伤和同情。
但历史证明，中国是不会在灾难面前屈服的，多难兴邦。
这一年，我们也获得了硕果累累的丰收，因胜利而内心充满喜悦。
5·12地震时，中国人民焕发出来的团结精神和人性光芒不仅使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认识了中国人民
，也使甚嚣尘上的诋毁和谩骂瞬间销声匿迹；8月，奥运的旗帜在北京的上空高高飘扬，中国迎来世
界高朋满座，百年奥运梦想成真。
8月，北京夜晚上空由南向北、灿烂夺目的28个焰火脚印，展现了中国人民是怎样从苦难中挺立和不屈
不挠，一步步走向胜利的历程。
8月，北京的微笑同时也让全世界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宽容、伟大和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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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亚洲反腐败法律机制比较研究(第3卷)》：亚洲法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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