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锐读2014年10月12日 星期日
星级编辑钱智琛 | 组版胡燕舞 | 校对陈燕 09

从1992年至2014年的22年间，

公开报道的外逃人员共有51人。其

中，21人为政府部门各级官员，占总

人数的约一半。还有19人为国企负

责人，11人曾在银行等金融机构任

职，其余多为企业负责人。

21名外逃官员中，多数是地方或

部门的“一二把手”。如厦门市原副

市长蓝甫、贵州省交通厅原副厅长卢

万里、深圳市南山区政协原主席温玲

等。若以级别论，厅局级官员易发生

贪腐外逃。

19名国企负责人中，比较著名的

外逃者均为“一把手”，如昆明卷烟厂

原厂长陈传柏、上海康泰国际有限公

司原董事长钱宏、河南服装进出口公

司原总经理董明玉、黑龙江省石油公

司原总经理刘佐卿等。

11名金融机构外逃人员中，比较

著名的是中国银行开平支行三任行长

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此外，银行

机构中出纳、会计等基层人员外逃的

就有4人。如建行东莞分行金库原保

管员林进财、北京市房山区河北信用

分社原会计杨彦军等。

在外逃人员中，多涉嫌贪污受贿、

挪用公款、利用职权为他人牟利，还

有部分外逃人员涉嫌暗地转移财产、

逃税、洗钱等罪名。在外逃人员中，

涉及资金比较巨大的，多为国企负责

人和金融行业者。外逃企业负责人

中，多数涉及罪名是涉嫌利用职权牟

利，骗购国家巨额外汇，走私普通货

物、逃税，合同诈骗等。

从51例官员及国企负责人外逃

的情况不难发现，大多数外逃官员及

国企负责人出逃前均有征兆，比如其

出逃的时机，多选在自己即将要被查

出前一段时间，尤其是组织谈话前或

已有相关人员被牵连时。

比如，2003年 4月，时任浙江省

建设厅副厅长的杨秀珠，在温州市鹿

城区人民检察院处理其弟杨光荣受贿

案一个月后，她向省建设厅请假，称

母亲生病需要照顾，随后便失去了联

系。几天后，杨秀珠出现在美国旧金

山的大街上。

相对于高级官员，地方基层干部

出入境管控相对宽松。从2008年至

2014年，外逃官员的级别呈现从高向

低发展的走势。此外，外逃官员所在

的部门也由“热”向“冷”变化。中山

大学的一项调研发现，随着公众对公

共服务需求的增加，公共卫生、园林

绿化、环保等部门也变成了“热衙

门”，可以支配大量的资源和资金，为

滋生腐败提供了温床。

研究人员指出，近两年养老金、保

障房、三农资金管理等与民生相关的

政府部门官员外逃数量呈上升态势。

例如，2010年，时任广州市花都区畜

牧兽医局局长刘荣福持护照前往美国

至今未归。

揭秘贪官外逃线路：
跑路者多握实权 北美成首选

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外交部联合发布《关于敦促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投
案自首的通告》，让贪官外逃再次成为热议话题：携带
巨款向境外跑路的贪官如何出逃？他们如何转移资
产？一般会选择什么地点藏匿？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

外逃七步法

通过对近年来贪官外逃的案例分析，基本可以总

结出转移资产—家属先行—准备护照—猛捞一笔—

辞职／不辞而别—藏匿寓所—获得身份这一外逃路

径，俗称外逃七步法。

前三步至关重要，最能体现贪官处心积虑、精心

准备之策。

转移资产则更能体现出贪官的智商。央行反洗钱

监测分析中心的一份课题报告详细披露，中国腐败分

子通常利用现金走私、经常项目下的交易、对外投资以

及信用卡工具、借道离岸金融中心，海外直接收受、借

道境外特定关系人等八种途径向境外转移资产。

其中现金走私是贪官认为相对比较安全的一种

方式。尽管有更快捷的代理机构转移现金的方式，但

考虑到安全因素，许多贪官甚至采用蚂蚁搬家式的

“水客”携带现金出境到香港，这种方式虽然笨拙，转

移大量资金比较慢，但不易暴露，目前依然有贪官使

用这种方式。

替代性汇款体系在中国主要表现为以非法买卖外

汇、跨境汇兑为主要业务的地下钱庄。2012年，上海

警方破获一起特大地下钱庄案，8名犯罪嫌疑人通过在

境内外开设对冲账户的方式，以正常贸易业务为掩护，

非法办理金融汇兑业务，其中不乏贪官借此转移资金。

利用经常项目下的交易、离岸金融中心、境外投

资形式向境外转移资产的，多为大型企业高管人员或

某项具体业务的负责人员。

报告还指出，由于目前中国对一些经常项下的个

人支付没有严格的外汇管制或限制，中国腐败分子或

其特定关系人常常通过在境外使用信用卡大额消费

或提现来实现资金向境外转移。

近年破获的贪腐大案显示，通过在海外的特定关

系人转移资金成为贪官转移资金的新趋势。所谓“特

定关系人”，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

释是“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

利益关系的人。”多数腐败分子在出逃前，会先将其家属

或情人移居境外，并购置如不动产、汽车等海外资产。

2001年，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与

前两任行长许超凡、许国俊一起“消失”，三人贪污挪

用公款近14亿元的大案才暴露出来。三人外逃路径

大致是：在案发前两年，他们便开始将大部分资金非法

转移到香港，其后或购买房产，或炒卖外汇、股票，或通

过赌场洗钱，将赃款转移到海外。待资金转移完毕，3

人先逃至香港，再转逃至美国，外逃之前毫无征兆。

在转移资产的同时，贪官往往令其家属，尤其是

子女先期前往当地留学或求职，或在当地为其家属开

立公司。有的贪官甚至不露声色，直至外逃后，外界

才知其已为“裸官”多年。

要想顺利出境外逃，护照必不可少。一些被查获

的贪官，不少都拥有一个或多个真假护照。江西省原

副省长胡长清在案发时，办案人员搜出贴有胡长清照

片的假身份证两个，化名高峰和胡诚，护照两本，化名

陈凤齐和高峰。

外逃贪官，有些人是利用不上交的私人护照，更

多人是用假身份证再办一个护照，这些都不在审批、

报备之列，单位根本监控不到。也有贪官利用手中所

握权力，能够通过公安机关改名换姓办理真护照。胡

长清案发后交代，其假身份证是南昌市某派出所副所

长所办，胡也给妻子和子女办了假身份证和因私出国

护照。又如，茂名市原市委书记罗荫国、茂名市原常

务副市长杨光亮都被查出持有多个身份证。

至此，贪官已完成了外逃前的一切准备，此时贪

欲被进一步放大，猛捞一笔后，剩下的就是选择出逃

时机了。

贪官外逃一般采用秘密偷渡、持

假护照、出访不归三种方式。偷渡多

见于案发时且未做好外逃准备，仓皇

出逃时选择的一种方式。

公安部经侦局追逃行动队队长文

小华警官告诉记者，目前中国在口岸

和进出境管理方面极为严格，加之仓

皇出逃已极为罕见，故贪官外逃出境

已很少选择偷渡的方式。

相比之下，化名出境则是不少

贪官的选择，由于有了多重身份和

多本护照，贪官因私出国自然很容

易得逞。

一般而言，贪官在案发前一旦发

现形势不妙，便以某种借口原因不明

地突然离职，开始外逃。比如河南烟

草专卖局原局长蒋基芳在群众举报了

其经济问题，引起纪检部门的注意

后，突然中断正在参加的干部培训，

从上海秘密离境。

此外，贪官持公务护照以因公考

察名义出国并逾期滞留不归亦是一种

出逃方式。

一些腐败分子在出逃前利用国有

机构在海外设立办事处或分公司，本

人以办理业务的名义，利用其合法身

份频繁出境，长期游移于境内外之

间，一旦感觉执法部门将对其采取行

动，便选择不再回国，直接外逃。

央行的报告显示，贪官外逃主要

集中于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欧

洲、东南亚地区。其中，美国、加拿大

与中国没有引渡协议，又是发达国

家，成为贪官外逃天堂。

该报告还显示，涉案金额相对小、

身份级别相对低的，大多就近逃到中

国周边国家，如泰国、缅甸、马来西

亚、蒙古、俄罗斯等。案值大、身份高

的腐败分子大多逃往西方发达国家，

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

而一些无法得到直接去西方国家

证件的，则先龟缩在非洲、拉美、东欧

的小国，伺机过渡；有相当多的外逃

者通过香港中转，利用香港世界航空

中心的区位以及港人前往原英联邦所

属国家可以办理落地签证的便利，再

逃到其他国家。

之所以借道香港，还因为香港是

个免签港，且和世界上很多国家、地

区都互免签证，贪官从香港出逃没有

法律上的障碍。

北美是首选外逃目的地

外逃贪官多握有实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