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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前面金融领域的反腐败更多的是指向
个人，那么现在金融领域的反腐败更多的是
指向群体。

一起”。用更形象的话说，就是“大鬼小鬼一

起抓”。 

而中纪委三次全会公报提出的 2019 年的八

项任务的第六项是，紧盯重大工程、重点领域、

关键岗位，强化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

富集部门和行业的监督，加大金融领域反腐力

度，依法查处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徇私舞弊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坚决防范利

益集团拉拢腐蚀领导干部，推动构建亲清新型

政商关系。 

请注意，这里提到了要防范利益集团拉拢

腐蚀领导干部。反腐败当中明确提出“利益集

团”的问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里有明确表述：

重点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相互交织形成利

益集团的腐败案件。这不单独是指金融领域，

但毫无疑问，金融领域是其中的一个重点。在

反腐败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里面，明确点出

了“金融信贷”，“审批监管”也包括金融领

域的监管。 

换个说法，如果说前面金融领域的反腐败

更多的是指向个人，那么现在金融领域的反腐

败更多的是指向群体。前者更多的是治标，后

者更多的是治本，或者说治本的开始。相对于

个人，指向利益集团更应该被称为“风暴”。

反腐败取得压倒性胜利，这是一个整体判断，

但不代表每个领域的反腐败都已经取得了同样

的进展，毋宁说，要巩固发展压倒性胜利，在

金融这样的领域，面临的任务非常艰巨。 

从已经查处的金融腐败严重窝案可以看

出，金融领域存在着诸多深层次问题。首先是

金融市场的利益诱惑巨大，容易被“围猎”。

这个其实不用细说，其符合腐败发生的一般规

律。其次是金融圈子小，同学、师生、同事、

亲友等裙带关系交织，监管者与被监管对象之

间亲而不清、公私不明，容易形成利益团伙。

从廉政现状来看，金融领域存量多、增量不断，

对于党的十八大之后的反腐风暴，人们

的印象已经无比深刻了。其中自然也包括金融

反腐，相关的腐败案件也曝光了不少。从党的

十九大，尤其是最近的中纪委三次全会来看，

金融反腐将迎来一场风暴。对此，行业内人士

需要有充分的认识。 

“风暴”是一种形象的说法，最直接的意

思肯定是说力度会加大。在中纪委三次全会上，

无论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还是中央纪

委常委会的工作报告，都明确提出 2019 年要加

大金融领域反腐败力度。总书记重要讲话提到

的 2019 年的六项任务的第四项就是，聚焦党的

十八大以来着力查处的重点对象，紧盯事关发

展全局和国家安全的重大工程、重点领域、关

键岗位，加大金融领域反腐力度，对存在腐败

问题的，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 

请注意，这里提到了“发现一起坚决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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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制约；“驻”是有优势的，既了解具体业务

但不会直接介入具体业务，从而从政治高度对

是否坚守金融安全底线进行政治监督监察。目

的很明确，就是要坚决斩断“金融大鳄”和“金

融内鬼”关系纽带利益链条。 

从被派驻企业来说，要明确的是，这不是

要干涉具体业务，而是要防止形成内外勾结的

利益链条，以前种种模式比如派出或者内设纪

委都制约不了，那就派驻来解决；另一方面，

不干涉具体业务，但面对利益集团板结化趋势，

必须要彻底斩断内外勾结、利益输送的各种链

条，防止形成危害国家金融安全的威胁。 

所以，这场风暴的特点，第一是坚持严字

当头，敢于碰硬、敢于查处，谁也不要心存侥

幸，风暴一定是很严厉的；第二是要求更加谨

慎、更加准确，更加讲究政策、更加注意方法，

通过反腐败实现防风险的目的。请切记，防风

险是最终目标，反腐败最终是为了让金融领域

回归到服务实体经济的轨道上。

不收手、不收敛问题依然突出，这也决定了不

来一场反腐风暴是不容易取得反腐进展的。 

尤其是，和其他行业相对比，金融领域具

有一些特殊性。比如信息不对称现象相对比较

突出，决定了金融腐败的重要形式是内幕信息

交易型腐败，如果有的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机

构工作人员利用工作之便，将所掌握的敏感信

息通过种种不正常的方式故意泄露出去，往往

就能够掠取巨额非法利益。 

这种信息不对称也表现在监管部门和金融

企业之间，比如一些金融监管部门或金融机构

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和手中权力，为企业违

规放贷或逃避债务等提供便利。此时，好处的

兑现不是即期的，而是期权化，在若干年后通

过高薪任职、分给股权等方式换取回报。腐败

方式变得非常“灵活”。 

就拿信贷领域腐败来说，信贷、风险、授

信就是关键岗位，贷前调查、贷后管理是关键

关节，信贷的调查、审批人员是关键人员。监

督监察的方向也很明确，就是要利用审计系统、

大数据筛查、工商系统查询等手段进行排查，

先对存量利益输送进行全面清理，然后锁定高

危人群，彻底斩断不良政商关系，进行治本。 

这些特殊性，如果和前述金融领域的深层

次问题叠加在一起，就可以发现：相对封闭的

金融小圈子，往往带来裙带关系之间巨大的非

法利益交换，两者相互加强就会像土壤板结一

样逐渐形成一个个利益小集团，带来的挑战是

监督监察成本的上升。一个群体掩盖信息不对

称当然力量要大得多。 

问题就来了，面对信息不对称，怎么办？

这就是现在推行的派驻。也就是说，由中管金

融企业内设纪委改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机

构。中管金融企业 15 家，现在陆续都有了派驻

纪检监察组。再次请注意，“派”是有权威的，

授权直接来自于上级派出机关，权力不受本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