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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通过深入的腐败犯罪现象分析，可以从社会管理、治理、控制的角废解剖犯罪，查找腐败犯罪的
社会原因，为化解、消除矛盾，创新管理机制、制度，促进政府廉洁和社会稳定创造有利条件。
对腐败犯罪现象的深度分析、评价和估量，还有助于对腐败犯罪现象的状况作客观评判，制订或调整
策略、对策与措施，调整相关的社会政策和刑事政策，去防治腐败犯罪，并解决相关社会性问题。
　　在《透析十大腐败犯罪现象》中，笔者柳晞春尝试着对腐败犯罪现象作专门而系统的归纳、研究
和分析，尽管可能不够深刻、透彻，但基本的方面都已涵盖。
本书对检察机关、纪检监察机关开展腐败犯罪防治工作，对政府部门制定或调整社会政策以更好地管
理社会，对开展社会研究和社会工作，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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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近些年来“一把手”腐败犯罪之所以严重的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方面：　　第一，“一把手
”腐败犯罪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很多的机会和很好的条件。
　　凡是权力集中运用的地方必然是腐败犯罪发生条件和机会大量存在的地方。
腐败犯罪与职权关系密切，一般认为职位越高，权力越大，腐败犯罪就会越严重。
不能说有了职权就一定会发生腐败犯罪，也不能说高职位人员一定会犯严重的腐败犯罪，但是腐败犯
罪的可能性大小却与职位、职级密切相关。
一般讲，职位越高，权力越大，利用职权实施犯罪的机会就越多，腐败犯罪的可能性就越大，一旦犯
罪其程度也会越严重。
从查处的腐败犯罪来看，级别高的人腐败犯罪涉嫌金额普遍较大，影响普遍较广。
当然，这里讲的职权属于一定的职位，而不是单纯的职级。
有的官员虽然职级较高，但是没有太多、太大的实际权力，所以可能实施腐败犯罪的机会相对较少，
而更多的是利用其以前的职位和现有职级影响来实施腐败犯罪。
　　所以，判断一个职位腐败犯罪可能性的大小主要应根据该职位的实际权力的大小，如用人的权力
、支配资产的权力、支配金钱的权力、调控社会资源的权力。
在同一系统和单位，党政“一把手”的权力要比“二把手”大，领导要比下属大。
一些副手虽然影响比较大，级别也较高，但是具体权力却不一定大，甚至不如一个重要岗位的下级。
　　由于“一把手”的第一责任人地位和“一把手”负总责的问责体制，促使权力向“一把手”集中
。
这不仅体现在行政管理上，而且体现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命中。
党政机关实行集体领导，但是权力运行的结果却使得各项权力实际上向居于核心地位的“一把手”集
中，很多“一把手”不仅集中了决策权、执行权，而且集中了监督权，决策之后如何执行主要由其监
督。
尤其体现为“一把手”在人事权、财务、建筑工程决策、审批、政府采购或商品购销等方面都有很强
的决定权。
权力集中到“一把手”手中，形成集中的“一把手”权力，“办事一张条，花钱一支笔，用人一句话
”，成为这种状况的最好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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