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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9/2021_2022__E6_9C_80_

E9_AB_98_E4_BA_BA_E6_c36_329569.htm （２０００年１２

月１８日） 遵照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五中全会关于反腐败要

坚持标本兼治，努力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要求

，检察机关在不断加大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力度的同时，要更

加重视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这是检察机关实践江泽民总书记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重要体现

，是通过检察职能促进廉政勤政建设的重要举措，是推进新

世纪检察工作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内容。在新的形势下，检察

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目标和任务是：适应新世纪依法治

国和党风廉政建设的要求，围绕经济建设中心，结合检察职

能，按照“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的精神

，积极探索建立在党的领导下与有关部门配合，专门预防和

系统预防、检察机关预防同社会预防相结合的预防职务犯罪

工作机制，有效遏制和减少职务犯罪。为进一步加强预防职

务犯罪工作，特作如下决定。 一、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原则 

１、坚持党中央关于反腐败要标本兼治的方针。对贪污贿赂

、渎职等职务犯罪实行综合治理，惩治于既然，防范于未然

，促进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深入发展。 ２、坚持党的

领导，依靠社会力量和群众参与。主动把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置于党委的领导下，纳入党和国家反腐败斗争和综合治理总

体格局中，在党委领导、人大监督和政府支持下，依靠有关

部门和全社会的支持、配合和参与，积极开展预防职务犯罪

工作。 ３、坚持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增强全局观念，紧



紧围绕国家经济建设中心，结合深化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和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及时确定和调整预防职务犯罪

工作思路和措施，为党和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和决策的顺利实

施服务。 ４、坚持立足检察职能。紧密结合查办职务犯罪案

件和各项检察职能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把预防职务犯罪

工作贯穿于检察工作全过程，落实到检察业务工作的各个环

节。 ５、坚持实事求是。注意结合本地情况和检察工作实际

，自觉贴近社会生活、经济活动和国家机关的公务活动，及

时发现和分析倾向性问题，加大治本力度，努力从体制、机

制、制度和管理监督方面提出预防对策，积极协助有关部门

、单位建立健全内部防范机制。 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重

点 ６、紧密围绕党和国家一个时期改革和发展的重大措施和

战略部署的实施，根据职务犯罪发案情况和特点，以及社会

关注热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和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正

确确定和及时调整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重点，找准工作切入点

，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７、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的重点是：国家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

调整和体制创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扩大对外开放、西部大

开发等重大战略部署和决策实施过程中发生的职务犯罪；行

政执法和司法人员的职务犯罪；金融证券、国有大中型企业

、重大建设项目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内的职务犯罪；

同走私、骗汇、制假售假、偷税骗税、经济诈骗等经济违法

犯罪分子相勾结，严重破坏经济秩序的职务犯罪；群体性和

智能化的职务犯罪，以及对社会公众利益可能造成严重危害

的职务犯罪。 ８、突出重点，注重实效，以解决重点问题带

动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全面深入开展，延伸、扩大工作效果



。坚持有计划、有重点地组织开展专项预防与系统预防活动

，对于重大预防项目，根据实际情况，分别由最高人民检察

院、省级人民检察院统一组织实施。 三、加强预防职务犯罪

工作的措施 ９、积极推动建立各有关单位、部门参加，检察

机关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的预防职务犯罪组织，形成预防职务

犯罪的网络。加强与纪检监察、政法部门、行政执法机关、

行业主管部门的联系，建立联席会议等制度，及时交流信息

，加强工作沟通和协调。广泛联系法律界、教育界、经济界

、理论界、科技界等社会各界，充分运用社会资源共同开展

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１０、加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职务犯罪发生原因、特点和规律的专题调研。综合运用量化

研究和实证分析等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准确揭示产生职务

犯罪的深层次原因和条件，提高对职务犯罪发展变化的规律

性的认识和及时发现、防治职务犯罪的预警能力。 １１、加

强预防职务犯罪对策研究。根据有关系统、领域、部门和单

位对预防工作的实际需求，注意运用和吸收企业管理、行政

事务管理等方面的科学理论和现代化模式、手段，深入进行

宏观对策和前瞻性研究，积极提出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和管理

监督制度等防范和遏制职务犯罪的对策和建议，配合有关系

统、部门和单位科学规划预防方案，制定预防措施，推广预

防经验。 １２、加强预防职务犯罪信息系统建设，建立预防

工作信息库。研制开发职务犯罪案件统计分析、发案规律及

发展变化趋势预测等方面的信息系统，广泛收集和利用同预

防、揭露职务犯罪有关的信息资料，对典型案例和特定事项

实行分类建档管理。 １３、加强检察建议工作，不断提高检

察建议质量。进一步规范检察建议，增强针对性、实效性和



权威性，结合办案，积极提出有内容、有分析、有措施的检

察建议，并加强对相关单位的适时回访和落实情况的了解。

对检察建议没有及时落实的，应当向其上级主管部门通报情

况。预防职务犯罪检察建议，由职务犯罪预防部门负责归口

管理，有关办案部门具体承办，检察长审核签发。 １４、加

强预防职务犯罪宣传、教育和咨询。充分重视舆论监督的作

用，广泛利用各种新闻媒体，特别是广播影视、互联网等现

代传媒以及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举办讲座、以案释法、警

示教育等多种有效形式，揭露职务犯罪的危害性，宣传查办

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成果，对典型案件进行剖析，促进国

家工作人员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严格自律，提高“免疫力

”。根据有关方面的要求，积极开展预防措施咨询，促进社

会公众积极参与预防职务犯罪。 １５、加强预防职务犯罪的

法律政策研究。积极开展预防职务犯罪立法的调研和重大政

策的论证，通过分析可能产生职务犯罪的薄弱环节和漏洞，

提出完善立法和落实配套措施的建议，积极推动制定预防职

务犯罪法律、法规，推进预防职务犯罪的法制化建设。 １６

、加强预防职务犯罪的专业化建设。充分发挥检察机关预防

职务犯罪机构和各业务部门的职能作用，推进检察机关预防

职务犯罪工作的专业化发展，逐步形成业务内容完整、工作

措施有效、运作程序顺畅、专业水平较高的专门预防职务犯

罪工作优势。 １７、加强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探索创新。

在坚持以往行之有效做法的基础上，注意及时总结新经验，

正确引导，不断充实、完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内容、形式

和方法，努力提高工作水平。 １８、加强预防职务犯罪的理

论研究。把预防职务犯罪的理论研究纳入检察理论研究规划



，深入、系统探讨职务犯罪预防基本理论问题，多出高质量

的职务犯罪预防研究成果，逐步建立和完善检察机关预防职

务犯罪理论体系。 １９、加强预防职务犯罪的国际交流和合

作，科学借鉴有益经验。加强与有关国际组织、国外相关机

构的交流，积极推动合作，广泛宣传我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成绩。结合国情，科学借鉴世界各国预防职务犯罪方面的有

益经验。 四、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制度 ２０、建立预防职务

犯罪工作责任制。检察机关各业务部门共同承担预防职务犯

罪工作职责，并根据各自的业务性质和特点，明确分工，各

负其责。职务犯罪预防部门统一组织、综合、管理、协调检

察机关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并进行系统研究和宏观指导；

其他业务部门结合办理案件和具体业务，开展各种形式的预

防职务犯罪工作，使预防工作同业务工作有机结合。 ２１、

建立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组织协调制度。职务犯罪预防部门和

其他各业务部门在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应当加强协调

与配合。建立由检察长协调各有关业务部门参加的会议制度

，组织、部署和落实检察机关预防工作。对于典型职务犯罪

案件，适时组织协调职务犯罪预防部门派员介入案件的侦查

、起诉活动，共同研究犯罪原因、手段和发案规律。 ２２、

建立预防职务犯罪项目管理制度。职务犯罪预防部门和其他

业务部门进行重大预防活动，应当立项并报检察长审批。职

务犯罪预防部门统一掌握预防项目，主动做好配合与协调工

作。 ２３、建立预防职务犯罪信息资料管理制度。加强上下

级检察机关之间和检察机关部门之间对职务犯罪案件信息和

预防信息的通报和反馈，实现信息共享。 ２４、建立预防职

务犯罪工作总结报告制度。定期总结预防工作的经验和做法



，分析研究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下级检察机关定

期向上级检察机关报告开展预防工作情况。主动向同级党委

、人大报告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情况。 ２５、建立预防

职务犯罪工作督促检查考评制度。各级检察机关要将预防工

作与其他业务工作同时部署、同时检查、同时考评，加强督

促检查，保证工作高效有序进行。职务犯罪预防部门统一掌

握检察机关预防工作情况。 五、加强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

领导 ２６、高度重视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切实加强领导。各

级检察机关领导同志要把预防职务犯罪作为检察机关一项重

要业务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狠抓落实，务求实效。要

经常分析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形势，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实

行分类指导，注重内外协调，保证工作顺利进行。 ２７、积

极为预防职务犯罪有效开展提供组织保障。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检察院，省会市和较大城市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设

立预防职务犯罪机构；其他各级人民检察院，由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根据加强工作、明确职责的要求，结

合当地实际情况确定。不设预防职务犯罪专门机构的人民检

察院，应当指定具体部门或者专人负责预防工作。 ２８、加

强队伍建设。根据预防职务犯罪业务特点和实际需要，为预

防职务犯罪部门配备政治素质较好、政策理论水平较高、业

务能力较强的工作人员。严明预防工作纪律，不准借口预防

干预有关部门、单位的正常管理活动；不准利用预防掩盖有

关部门、单位存在的问题或者包庇违法犯罪活动；不准干预

市场主体自主的经济行为；不准利用开展预防谋取个人和单

位私利。 ２９、加强教育培训。积极组织编写培训教材，采

取集中办班、学习考察、召开经验交流会等形式，加强政治



、业务教育和培训，不断提高预防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

质。 ３０、切实保障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必需的经费、物

质条件和技术装备。为广泛收集预防职务犯罪的信息资料提

供必要条件，积极推进办公自动化和预防手段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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