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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口径三次大幅调整

代凯长期关注中央八项
规定的实施情况。2019年，他
刊发论文，分析了 2013-2018
年中纪委公布的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的月报。论文统
计的数据从2013年开始，那年
9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才首
次公布了违反规定的数据报
告，此后从未间断。

根据官方说法，建立违反
规定月报制度是为了及时掌
握各地区贯彻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的情况。

2012年12月4日，中央政
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
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
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规定》（简
称中央八项规定）。此后，各地
陆续制定了贯彻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的相关办法，包括
防范、治理公款大吃大喝、相互
宴请，公款旅游或变相旅游等，
并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的问题和案件进行通报。

但这个规模有多大，哪些
问题类型较为突出，涉及哪种
级别的干部较多，“一时半会大
家都不掌握，所以就希望有关
部门能公布全国的数据”。代
凯解释，只有对腐败的现实状
况进行精确测量，科学估算腐
败给社会造成的不良后果和
影响，才能使反腐败工作走向
深入和彻底。

代凯记得，中央纪检监察
部门最初公布的月报中，人员

分类仅有地厅级、县处级和乡
科级。直到2013年11月的表
格中，才有省部级官员这一项。

2015年1月，月报再次发
生明显变化：去掉了“违反工作
纪律”项目，增加了“违规发放
津补贴或福利”项目，将“公款
大吃大喝”改为“违规公款吃
喝”,将“收送节礼”改为“违规
收送礼品礼金”。

2019 年 12 月，月报的统
计口径又一次迎来重大变化，
把问题类型分成了两大类：“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和“享
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

四川某地级市纪委监委
党风政风监督室一干部表示，
此次调整是为了落实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中央纪委四次
全会部署要求，整治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紧盯薄弱环节严查
享乐、奢靡问题。

“这个统计系统只有中央
可以调整，所以每次调整都是
中央意志的体现。”他举例说，
2019年被中央定为“基层减负
年”，那么在月报调整中就将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一类
别细分了文山会海的问题。“公
开数据通报也是整治形式主
义为基层减负工作的一项重
要举措。”

重要分界点

有观点认为，月报中数据
的每一次变动直接体现了中
央八项规定实施效果。数量
增加，说明实施效果并不好。

但在受访的研究者看来，
案件的统计数量主要反映的
是腐败被查处情况，体现的是
反腐败工作的成效，无法直接
反映腐败状况的实际变化。

数据变动趋势受很多因素
影响。例如政策的“时滞”效应。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
学院教授汪波是最早研究月
报的那一批学者。据他分析，
政策执行通常经历规则制定、
初步执行、观望、全面贯彻和治
理成效初显五个阶段。

中央八项规定的实施流
程（2013-2015年）符合这一规
律：起初，部分干部持观望态
度。中期，随着中央态度更加
明确，查处力度加大，违规人数
增加。后期，政策威慑效果显
现，违规案件开始减少。

与之相应，查处违反规定
问题数量与人数的变化趋势
在2014年出现一个小高潮后，
2015年有所回落，此后一直相
对稳定。

2019 年是重要分界点。
2019年以前，每年查处的问题
总数都在 7万起以内，此后除
了2022年是95376起，其它年
份都超过10万起。

代凯分析，2019年统计口
径的调整，直接影响了数据的
异动。“因为覆盖范围更为全
面，数字自然就变大了。”

到了2024年前9个月，查
处违反规定的总数和人数均
创下新高。中国人民大学腐
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毛昭晖分析，其中一个因素可
能和2024年1月1日开始实施
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有关。

新修条例针对“四风”潜
滋暗长、隐形变异的问题，完善
了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行
为的处分规定，增加了以讲课
费、课题费、咨询费等名义变相
送礼的处分条款。“现在的统计
覆盖了过去未纳入的行为。”毛
昭晖说。

违规发放福利，居高不下

据多位市级纪检干部透

露，统计系统将省市县各级数
据打通，每月各级按要求上传
查处违反规定的数量和人数，
层层上报。

通常，各层级的党风室负
责审核本级数据。在他们每
月提交的数据中，尽管有时受
到统计口径和覆盖范围的影
响，但有些违反规定的行为始
终在高位运行。

代 凯 在 研 究 中 发 现 ，
2014—2018 年共查处违反规
定的问题总数约为24.6万起，
平均每年 4.9 万起，其中最为
突出的类型为“违规发放津补
贴或福利”,约为 4.7万件,占问
题总数的19%。

2019年月报统计口径调
整以后，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
利的比重依然较高。东南沿
海某地级市纪委监委党风政
风监督室一干部说：“违规发放
津补贴和福利的花样很多，比
如降温费、误餐费、评审费、考
核费等多种，一些单位通常是
自行制定奖惩办法发放津贴。”

上述干部介绍，违规发放
福利比重居高不下，和津补贴
标准没有及时跟进调整有关。
在经历一轮专项整治后，从
2020年开始，该类型的查处比
重有所降低，2022年和2023年
连续两年，问题数量控制在 1
万起以下。

代凯在和纪检干部的交
流中得知，当前，有关部门对钱
的使用要求越来越严，也越来
越规范。

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

吃喝也是查处问题的重灾
区。代凯分析，这三类问题
基本上是一些干部工作生
活中的“小事”，且与其切实
利益关系紧密，因此才表现
得尤为明显。

在不少学者看来，这种
情况的持续存在反映了更
深层次的社会文化问题。

汪波的研究指出，违规
吃喝、收礼等腐败问题深嵌
于中国人情社会结构中。
即使表面腐败行为能在特
定时间内得到抑制，但情法
不分的人情社会基础牢固
存在，并导致腐败反弹。

而这些违规问题当前
改头换面，更加隐蔽。为
此，四川省在2024年开展专
项整治，严查“吃公函”“吃食
堂”“吃老板”“吃下级”等“四
风”顽疾。

前述四川某地级市纪
检干部说，他感受最深的是
有些单位躲进内部食堂、培
训中心等隐蔽场所违规吃
喝，在实际监督中较难发
现。而违规吃喝问题与违
规收送相生相伴，经常同时
发生，在年节假日尤为突
出。

对此，毛昭晖建议，一
方面加大治本的力度，从干
部“不想腐”和“不能腐”方向
着手，加强制度化建设。另
一方面也要认识到，这些问
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
需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才
会从量变到质变。 杜茂林

前三季度超14万起——

违反“八项规定”
数量创新高背后

2024 年前三季度，全国查处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 问 题（下 称 违 反 规 定）总 数 已 超 过 2023 年 全 年 的
107547 起 ，也 超 过 了 此 前 的 最 高 纪 录 ——2019 年 的
136307起。

10 月 28 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 2024 年 9 月全
国查处违反规定的汇总情况。这是连续第 133 个月公布
月报数据。数据显示，当月全国共查处 22313 起违规问
题，而 2024年前三季度共查处 141245起。

“数据既反映了反腐败工作的持续深入，”广东省委
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代凯说，“也体现了中央八项规
定所针对的不正之风的顽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