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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慶祝澳門廉政工作十周年，由廉政公署主辦的“倡廉守法”研討會於九月十三日

假旅遊塔會展娛樂中心舉行。是次研討會邀請了兩岸四地的專家學者以及相關領域的資

深執法人員發表演講，共同探討和交流有關廉政的措施和策略。 
研討會分上下午舉行，開幕式由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何厚鏵先生、中央人民政

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副主任李勇武先生、澳門特別行政區廉政專員張裕先

生、澳門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院長岑浩輝先生、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副主席劉焯華先

生、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法務司司長陳麗敏女士、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長何超明先生、

香港特別行政區廉政專員李少光先生以及最高人民檢察院反貪污賄賂總檢察員于國慶

先生聯合主持。澳門特別行政區廉政專員張裕致開幕辭，並由主禮嘉賓主持了澳門廉政

十載紀念特刊及紀念郵票的發行儀式。 
上午的研討會由澳門大學法學院駱偉建教授主持，首先是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反貪污

賄賂總檢察員于國慶先生發言，他發表的論文題為“當前貪污賄賂等職務犯罪的特點及

防範”。講者指出，我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全國檢察機關在貫徹反腐鬥爭的原則上，

取得了重大的成果。然而，隨着改革的深入以及我國加入 WTO 後，貪污賄賂及職務犯

罪將呈現一些新的情況和特點，諸如國有企業貪污賄賂犯罪將更為嚴重；金融領域涉案

人員向高層管理者蔓延；勾結黑社會組織，充當其保護傘等。面對一系列的新形勢，講

者認為應建立集教育、打擊、預防三位一體的防衛體系，作為反腐倡廉的根本策略。 
接着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廉政專員李少光先生介紹香港建設廉潔公務員隊伍的成功

經驗。他指出，香港在六、七十年代貪污不絕，幾可說是市民生活的一部分，但鑑於貪

污的禍害及民怨日益沸騰，當時政府果斷地成立了廉政公署，整肅貪污狀況，至今卓有

成效。這主要是因為香港採取了官民同心同德，合力打擊貪污犯罪；廉政公署獨立運作，

不受外來干涉以及執法、預防和教育三管齊下的政策，從而達到肅貪倡廉的目的。此外，

香港政府亦非常注重建立廉潔公務員隊伍的工作。展望未來，香港廉署仍然肩負着反貪

的任務，並且透過各地相關機構的合作，徹底打擊貪污犯罪。 
小息之後繼續由澳門特別行政區廉政公署助理廉政專員陳錫豪先生發言，他介紹了

澳門公職廉政建設的過程。過去，澳門政府的確存在不少貪污的情況，儘管從八十年代

中期開始，政府逐步吸收具大專學歷而且年輕的人士進入公職，但由於歪風甚盛，有些

人只好隨波逐流；有些則獨善其身，未能有效建設廉潔的政府。回歸後，澳門廉政公署

亦隨之成立，並確立“肅貪、防範、立法、教育”為方針政策，向公職隊伍灌輸廉潔意

識，同時亦破獲了不少貪污案件。經過兩年多的工作，已增強了市民對廉署的信心。今

後，廉政公署仍按着既定目標，與其他政府部門合作，集中培養公務員的使命感和責任

感；倡導誠信和公職道德；做好開導工作以及推動社會的監督和支持等，並推動這項綜



合道德、法律和多項專業學問的公務員隊伍廉政建設工作，爭取獲得標本兼治的效果。 
最後由台灣輔仁大學法律系主任陳榮隆先生發表其與台北大學犯罪研究所周愫嫻

所長、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碩士研究生王順賢及張耀中共同撰寫的論文――“台灣當

前貪污犯罪現況、成因與防制對策”。講者首先介紹了台灣公務人員的年齡、學歷程度

及年資等情況，之後便開始探討台灣貪污犯罪的問題、手法及特徵。當中以一般貪瀆案

件的數量最多，工程弊案與賄選案居中，司法詐欺則較少，而犯罪份子慣用的手法，作

者們亦用了相當的篇幅進行了闡述，其中對於貪污犯罪的特質，作者指出了四個特點，

那就是隱密性、被害人不明確性、高犯罪黑數及受賄與行賄間具有交互影響關係。至於

台灣打擊貪污的機構，作者亦就其歷史變遷作出了簡介。最後，作者認為要想解決貪污

犯罪，一方面須設置有效的監督、檢舉及偵查機制，另一方面則須在教育與制度上進行

改革。 
由主持總結了上午研討會各主講嘉賓的發言後，隨即便進行討論，多位與會者均就

貪污犯罪等相關問題發表了意見。 
下午的研討會由香港廉政公署防貪處署理處長歐陽呂妙群女士主持，首先發言的是

廣東省檢察院副檢察長許天祥先生，他指出，我國的檢察機關擔負着懲治和預防職務犯

罪的重要職責，廣東省在打擊貪污犯罪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講者認為，反腐的工作

不光是進行打擊，還應從源頭上預防腐敗的滋生。除了“嚴打擊、重預防”之外，還應

注重教育的工作，特別是從法制教育、廉政教育及警示教育三方面來對人們作潛移默化

的教導。除此之外，還應促使社會上的共同合作，與執法部門一起預防貪污腐敗的產生，

以便建立全社會的預防網路。 
接着由澳門大學法學院教授駱偉建先生發表題為“行政主導與公務員廉潔守法”

的論文。講者把特區行政主導與公務員廉潔守法聯繫起來，因為行政主導需要的是一批

高效廉潔的公務員隊伍，要如何建立這支公務員隊伍呢？講者提出應從四個方面着手，

並且抓好三個環節。首先是要制定一套完整的公務員錄用、晋升、紀律和獎懲制度；其

次應建立依法行政的機制；再次便是建立專門的監督機制；第四是建立居民對行政機關

和公務員的監督。此外，還須根治貪污受賄、濫用權力的違法行為的發生；提高行政的

公開性和透明度，完善行政方面的法規，讓公務員依法辦事，減少行為的主觀性，以及

堅決打擊貪污受賄的違法行為，以建設廉潔政府。 
略作小息之後，便開始最後一節的會議，第一位發言的是廣東省監察廳副廳長謝谷

梁先生，他與大家分享了廣東省在防範公共工程腐敗方面所取得的一些經驗和成效。廣

東省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特別是公共工程及基建項目的建設，就更

加創造了大量的職位空缺以及促進了社會的發展。然而，貪污腐敗的現象卻趁着各項建

設工程的上馬而有了可乘之機。為了防範和杜絕公共工程中的腐敗現象，廣東省採取了

一系列的措施，諸如禁止各級官員干預工程的發包和管理工作、加強執法監察以及致力

發展有型建築市場等，並在近年來取得了相當的成果，使到工程招標率大幅提高、工程

造價降低、提高了工程的質量以及遏止了在工程中所出現的腐敗現象。 
第二位是由澳門廉政公署助理廉政專員杜慧芳小姐發表題為“澳門廉政公署的肅

貪倡廉角色”的論文。講者把現時澳門特別行政區廉政公署與回歸前的反貪污暨反行政



違法性高級專員公署所擔當的角色及所履行的職責進行了比較，認為廉政公署並非後者

職能的單純延續，而是根據《基本法》而有新的定位。從二者所擁有的職權方面看，並

沒有太大的分別，但特區政府卻更為看重廉政公署的地位，這可以從廉署成立不久後便

進行組織重組並擴大職能，以及向行政長官負責，因而獲得強大的政治後盾上表現出來。 
最後由監察部研究室主任吳玉良先生發表“實施有效監督，促進廉政勤政”的論

文。講者認為我國在廉政建設的十多年中，取得了相當的成效，當中包括懲處了一大批

腐敗分子、逐步剷除了一些腐敗現象、確保我國經濟的發展以及人民對反腐倡廉工作的

滿意度提升等，這主要都是依靠廉政工作一貫所堅持的諸如標本兼治、加強廉政立法、

中央政府統一領導等基本原則，再結合加大懲治腐敗分子的力度、加強人民群眾對政府

的監督、加強教育宣傳、建立廉政責任制以及提高綜合國力等主要措施來達致的。 
經過熱烈的討論後，研討會亦隨之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