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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磊

  2021年12月31日15时，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发布消息称，甘肃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理事会原副

主任寇明尚接受审查调查。寇明尚成为当年最后一

名被通报执纪审查的党员领导干部。

  《法治日报》记者梳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审查调查栏目通报信息发现，2021年共有25名中管

干部被执纪审查，是党的十九大以来执纪审查中管

干部数量最多的一年。

  此外，2021年通报的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国

企和金融单位干部共93人，同样是党的十九大以来

最多的一年。

  接受采访的反腐败研究专家认为，从中央纪委国

家监委网站通报情况看，2021年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反

腐败力度最大的一年，一方面，体现了党中央坚决惩

治腐败的决心没有改变，保持高压反腐态势没有变；

另一方面，体现了党中央在地方换届工作中通过反腐

败清除党内腐败“毒瘤”，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中管干部25人落马

腐败存量增量并存

  江苏省委原副书记张敬华是2021年执纪审查的

最后一名中管干部，时间是当年12月1日。值得注意

的是，他曾担任南京市委书记。

  1962年出生的张敬华是江苏泰州人。根据公开

资料，张敬华仕途主要在江苏，曾担任过江苏省环

保厅厅长、徐州市市长、镇江市委书记等职务，2016

年3月晋升江苏省副省长，2017年7月升任江苏省委

常委、南京市委书记。

  2021年2月，张敬华升任江苏省委副书记，当年

11月即转任江苏省政协党组副书记，直至落马。包

括他在内，党的十八大以来，南京市已经有两任市

委书记、两任市长被查。

  2021年首个接受审查调查的中管干部，是中国

政法大学原副校长于志刚，时间是当年1月22日。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审查调查栏目通报信

息显示，2021年共有25名中管干部被执纪审查。相比

2018年至2020年分别有23名、20名、18名中管干部被

执纪审查，2021年执纪审查的中管干部数量是党的

十九大以来最多的一年。

  2021年通报执纪审查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

国企和金融单位干部93名，也是党的十九大以来通

报执纪审查的数量最多的一年（2018年至2020年分

别是15人、62人、49人）。

  2021年通报执纪审查省管干部406名，稍低于

2019年的408人，但高于2018年的354人和2020年通报

执纪审查的391人。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

为，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情况看，一方面，

体现了党中央坚决惩治腐败的决心没有改变，保持

高压反腐态势没有变；另一方面，体现了党中央在

地方换届工作中通过反腐败清除党内腐败“毒瘤”，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宋伟

称，上述数据充分反映了反腐败的力度丝毫没有减

弱、步伐丝毫没有停滞，体现了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在以实际动作落实党中央关于保持“严”的主基调

的重要部署。同时也证明当前的反腐败斗争形势依

然严峻复杂，腐败存量和增量仍然存在。

金融反腐力度加大

通报数量大幅增加

  2021年1月24日，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公报

发布。公报提出，“深化金融领域反腐败工作”。

  在此之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1月12日发

布消息称，山西银保监局原二级巡视员杨庆和接受

审查调查，这是去年首个通报被执纪审查的中央一

级“金融单位干部”。

  杨庆和是山西怀仁人，“60后”领导干部，高级

经济师。根据公开信息，杨庆和的仕途一直在山西

当地，曾任中国人民银行怀仁县支行行长、原中国

银监会山西监管局副局长、中国银保监会山西监管

局副局长等职务。被执纪审查之前，他担任山西银

保监局原二级巡视员。

  2021年7月，杨庆和被通报“双开”。通报称，其本

应牢记党的宗旨，严格遵纪守法，维护金融监管的权

威性和严肃性，但其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

漠视党纪国法，收受他人巨额贿赂，由金融秩序的维

护者沦为破坏者，严重损害监管权威和公信力。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审查调查栏目通报信

息显示，2021年共有50名金融单位领导干部被执纪

审查，远超2020年的14人。

  其中，中管金融干部2人，分别是原中国银监会

党委委员、副主席蔡鄂生和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委

员、副行长何兴祥；中央一级金融单位干部38人（含

金融监管部门10人）；省管干部10人。

  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审查调查栏目的通

报中，2021年国开行被查领导干部最多，包括何兴祥

在内总计有5人，分别是国开行浙江省分行原副行长

倪贤孟、国开行湖北省分行原党委书记林放、国开

行海南省分行原党委书记徐伟华等。其次是中国银

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分别有3人被查。

  宋伟认为，重点整治金融领域腐败是党的十九

大以来党中央对反腐败工作提出的明确要求，从

2021年查处金融领域的腐败案件来看，接受执纪审

查的领导干部无论是层次还是数量都有所增长，这

证明金融反腐的力度正在不断加大，对金融腐败的

遏制正在逐渐形成。

  在庄德水看来，金融反腐一直是近两年中央反

腐败工作重点，就在于金融领域是资源集中、资源

富集、权力集中的特殊领域，跟我国的经济改革直

接相关，展开金融领域反腐败可以为国内经济大循

环提供保障。

  “金融领域查处这么多腐败领导干部，在数据

上比较显眼，一方面是因为金融领域的腐败问题由

来已久，腐败存量较大；另一方面是因为仍有个别

金融领域领导干部不收敛、不收手，仍有腐败增量

问题。”庄德水说，亟须集中力量打击金融领域腐

败，着力通过制度的完善压缩金融寻租空间，同时

通过推动金融领域改革，以减少腐败发生的机会。

反腐高压态势形成

主动投案官员增多

  2021年首个被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执纪

审查的领导干部，是四川省投资集团党委原委员刘

晓杨，系主动投案。

  公开资料显示，身为“60后”的刘晓杨1999年3月调

任四川省投资集团公司办公室主任，2006年8月升任

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同时担任展利国际有限公司董

事长等职务。2019年2月，刘晓杨卸任集团公司副总经

理等职务，担任集团党委委员、职工董事、工会主席。

  2021年1月4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

息称，刘晓杨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接受审

查调查。5个月后，刘晓杨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根据通报，刘晓杨理想信念丧失，纪法意识淡

薄，违背组织原则，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收受可

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为他人在项目承揽、工作开展等方面谋取利益并收

受财物，数额特别巨大。

  过去一年里，主动投案的领导干部不仅刘晓杨一

人。记者梳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审查调查栏目通

报信息发现，2021年共有68名领导干部主动投案，比

2020年全年通报主动投案的35名领导干部多出9成多。

  在68名领导干部主动投案中，有4名中管干部，

包括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龚建华、青海省人

民检察院原检察长蒙永山、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原书

记刘川生、辽宁省政协原副主席薛恒。主动投案的

省管干部有62人。

  龚建华是2021年最后一名主动投案的中管干

部，时间是当年11月29日。

  公开资料显示，龚建华是江西省南昌县人。2006

年底，时年44岁的龚建华担任江西省宜春市市长，

几年后升任江西省抚州市委书记。2014年秋，他晋升

江西省委常委、秘书长，跻身副省级领导干部，几个

月后调任江西省委常委、南昌市委书记。

  2017年1月，不满55岁的他当选为江西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次年兼任江西省总工会主席。2021年12月10

日，龚建华被终止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

  在庄德水看来，近年来，主动投案的领导干部

确实越来越多，说明党中央的反腐败威慑力正在显

现，已经对腐败官员产生心理上的震慑，在党纪国

法面前，腐败官员已经无路可退。同时也说明制度

反腐的“笼子”已经越来越牢，留给腐败官员的空间

也越来越小。

  宋伟认为，主动投案人数的增多，充分折射出

高压态势形成的震慑效应正在发挥作用，在坚持零

容忍的背景下，腐败贪官的侥幸心理在逐渐消除，

腐败潜伏的可能性正在降低。

严查干预司法活动

通报多名领导干部

  记者注意到，2021年以来，不少领导干部被通报

违反有关规定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

  2021年1月21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

称，江西省万载县委原书记、二级巡视员胡全顺严重违

纪违法被“双开”。值得注意的是，纪检监察机关的通报信

息显示，胡全顺“违反有关规定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

  胡全顺的简历显示，他是从基层乡镇走出来的干

部，直到2008年7月担任江西省宜春市经济开发区党工

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才晋升为正县级。

  随后，他的职务几经变动，于2016年7月开始担

任宜春市万载县委书记。2020年4月，他在担任宜春

市万载县委书记的同时，晋升为二级巡视员。7月31

日，江西省纪委省监委通报，胡全顺涉嫌严重违纪

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江西省纪委省监委通报称，胡全顺对党纪国法

毫无敬畏之心，违纪受处分后又故意违纪，违规干

预、插手司法活动；在政商关系上“亲”“清”不分，热

衷吃喝玩乐，利用公权力大肆敛财，严重破坏地方

政治生态和营商环境。

  2021年11月，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胡

全顺受贿、行贿一案进行公开宣判，被告人胡全顺

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获刑11年半。

  记者梳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审查调查栏

目通报信息发现，包括胡全顺在内，2021年共有48名

领导干部被通报干预司法活动。

  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邓

矜婷认为，通报旨在强调领导干部不要干预司法，不

要影响个案裁判，保护审判者独立公正进行裁判。

  宋伟认为，这体现出个别腐败官员通过插手司

法问题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现象，也反映出严查干预

司法活动的重要性。

  在宋伟看来，对重点领域、重点人群的反腐败

力度不断加大，反腐败重点任务更加清晰，正是2021

年反腐败工作的特点之一。另外两个特点是，反腐

败总体保持不变的节奏和步伐，充分体现巩固发展

反腐败压倒性胜利；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

腐的效应逐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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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蔡岩红

  继浙江省杭州市税务部门先后曝光

朱宸慧、林珊珊、黄薇等网络主播偷逃税

案件后，近日，河南、贵州、海南三地税务

部门再次曝光一起文娱领域“黑中介”涉

税违法案，以及两起虚开增值税专用发

票案，进一步规范税收秩序，营造公平法

治的税收环境。

  专家建议，税务机关应会同有关部

门，在严查相关明星艺人、网络主播的同

时，对于背后沆瀣一气的“黑中介”、网络

平台、经纪公司和经纪人，包括利用不合

规的税收政策洼地偷逃税款的机构和个

人，都予以坚决严厉打击。

帮助设立空壳企业

用于逃避缴纳税款

  近日，河南省漯河市税务局稽查局发

布消息，该局根据税收大数据分析和相

关线索，依法查处了以王某、朱某、冷某

为首的文娱领域“黑中介”涉税违法案件。

  经查，2019年7月以来，王某、朱某、冷

某等人利用他人身份信息，通过在全国11

个省（市）注册北京泽乾税务咨询有限公

司、九江市泽乾影视文化产业园有限公

司、湖南蓝山铭启企业管理中心、舞阳县

华韵文化服务有限公司等600余户企业，

以从事影视劳务外包、推荐演员和宣传

合作等名义，在没有发生实际经营业务

的情况下，为有关文娱领域从业人员虚

开发票，并帮助有关文娱领域从业人员

设立“空壳”企业逃避缴纳税款，从中牟

取非法利益。目前，王某、朱某、冷某3名主

要犯罪嫌疑人已被司法机关依法逮捕。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

张连起认为，一些涉税中介机构利用自身

专业特长，以所谓税收筹划的名义帮助不

法分子偷逃税款，实则是损公肥私的歪

门邪道。在多起偷逃税案件中，都能看到

这类“黑中介”的影子，建议税务机关会

同有关部门在严查相关明星艺人、网络

主播的同时，对于背后与其沆瀣一气的

“黑中介”、网络平台、经纪公司和经纪人，

包括利用不合规的税收政策洼地偷逃税

款的机构和个人，都予以坚决严厉打击。

  “税务部门既查处偷逃税的明星艺

人、网络主播等纳税人，又联动查处帮助

偷逃税款的相关中介机构，充分体现了

税务部门对涉税违法犯罪严厉打击的

‘零容忍’态度。”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杨

小强说，这再次警示文娱领域从业人员

和相关方，随着税收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大和税收大数据应用的日

益深化，任何铤而走险的偷逃税行为，都将被依法严惩。

严厉打击涉税违法

持续加大曝光力度

  近期，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稽查局联合公安、人民银行

依法查处一起虚开运输服务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抓捕犯罪嫌疑人4

名，查封房产2套，冻结存款337万元。该犯罪团伙操纵23户运输和

租赁企业，涉嫌向广东、北京等28个省(区、市)的365户企业虚开发

票2万余份，价税合计金额25.83亿元。

  贵州税警部门近日联合破获一起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

捣毁虚开发票窝点3个，抓捕林宽等9名犯罪嫌疑人，另有2人投案

自首。该犯罪团伙注册“空壳”公司138户，采取“快速登记、快速领

票、快速虚开、快速走逃”的手段，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613份，价

税合计金额2.5亿元，其中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30份，价税合计金额

299.48万元。

  据了解，2021年10月，国家税务总局、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

等六部门联合在北京召开全国打击“假企业”“假出口”“假申报”虚

开骗税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总结暨常态化打击工作部署会议，对危

害社会经济税收秩序、危害国家税收安全的“三假”涉税违法犯罪

行为，开展六部门联合常态化打击。

  《法治日报》记者梳理税务部门网站发布的消息发现，除了此

次海南省和贵州省税务部门分别曝光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

外，2021年以来，税务总局先后8次曝光虚开增值税发票案件等重

大涉税违法案件，各地税务部门也在持续加大案件查处曝光力度。

  海南大学财政与税收研究中心主任郭慧芳表示，税务部门不

仅依法查处文娱领域从业人员和中介机构的涉税违法行为，还严

厉打击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违法行为，这充分表明税收监管和税

务稽查的力度越来越大，税收执法也越来越严。依托大数据分析和

智能监控预警，税务部门深化“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构建“信用＋

风险”新型动态监管机制，对“假企业”“假出口”“假申报”露头就

打，保持对各类涉税违法行为严厉打击的高压态势。

释放加强监管信号

执法温度力度统一

  值得注意的是，在曝光重大涉税违法案件的同时，近期，包括

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在内的多地税务部门发布通告，催

请明星艺人、网络主播纳税人在2021年底前自查、报告并纠正涉税

问题，释放出加强税务监管的明确信号。

  提醒、督促、警告、稽查、曝光，税务部门“五步”执法彰显温度和

力度。2021年9月，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发布通知明确进一步加强文

娱领域从业人员日常税收管理，对2021年底前能够主动报告并及时

纠正涉税问题的，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予处罚；对税务机关调

查核实和督促整改工作拒不配合的，要依法责令限改，并提请行业

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协助督促纠正；情节严重的，要严肃依法查处。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

究会副会长施正文表示，从税务总局办公厅发布通知，到近期多地

税务部门再发催请自纠通告，再到先后曝光多起重大涉税违法案

件，一套成熟的对明星艺人、网络主播加强监管的“打法”已经清晰

浮现：税务机关经税收大数据分析评估发现存在的涉税风险，先提

示提醒，再督促辅导，后予以警告，对警告后仍拒不配合整改的依

法立案稽查，对立案案件选择部分情节严重的进行公开曝光。

  有关专家表示，税务部门对涉税案件的处理一贯坚持依法依

规、宽严相济、过罚相当的原则，体现了执法温度与力度的统一。比

如在对张恒的处理处罚中，既坚持严格执法，又考虑张恒是郑爽偷

逃税案件的举报人之一等有关情节，依法从轻处理。对黄薇的处理

处罚也体现了这一原则。

  郑州大学商学院教授宋霞评价说，在税收大数据加持下，提

醒、督促、警告、稽查、曝光这五个步骤已经成为税务部门加强税收

监管的一套“成熟打法”，体现出税务部门精准监管、精确执法，规

范监管与促进发展并重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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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年共有25名中管干部被执纪审查，是党的十九大以来执纪审查中管干部数量最多的一年

  ● 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情况看，一方面，体现了党中央坚决惩治腐败的决心没有改变，保持高

压反腐态势没有变；另一方面，体现了党中央在地方换届工作中通过反腐败清除党内腐败“毒瘤”，营造风清气

正的政治生态

  ● 近年来，主动投案的领导干部越来越多，说明党中央的反腐败威慑力正在显现，已经对腐败官员产生

心理上的震慑，在党纪国法面前，腐败官员已经无路可退，同时也说明制度反腐的“笼子”已经越来越牢

22002211年年443311名名中中管管省省管管干干部部

被被执执纪纪审审查查
记记者者梳梳理理中中央央纪纪委委国国家家监监委委网网站站审审查查调调查查栏栏目目通通报报信信息息

西安公安抗疫影像

  陕西西安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全市公安系统积极响

应，扎实开展流调溯源、核酸检测、人员隔离以及社会面管

控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图① 西安市疫情管控升级后，西安市交警支队碑林

大队坚守浐灞生态区疫情观察服务点，开展疫情防控工

作。图为民警进行查验登记。

  图② 西安市公安局浐灞分局民警帮助群众查询一码

通具体信息。

  图③ 西安市公安局浐灞分局民警与交警支队碑林大

队民警在新筑收费站对来往车辆进行信息查询。

  本报记者 郑剑峰 本报通讯员 孙崇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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