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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20日报道，澳大利
亚警方同意协助中国引渡逃到澳大利亚的中国贪
腐官员，并协助查封他们的资产。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0日表示，中方希望
与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有关国家开展追逃追
赃合作，共同打击贪污腐败犯罪。

澳《时代报》称，这次的中澳合作对于
嫌疑人就像一把利剑，这次行动也吸引
了澳大利亚民众的关注民众的关注，，大家纷纷点
赞表示支持。

联手追逃
澳民众点赞

据法新社报道，澳
大利亚继2012年推出“重大投
资者”签证，上周又宣布将于明年推出“高端投资
者”签证，获取这两种签证分别需要投资 500万澳元（约 2670万人民币）
和 1500万澳元（约 8000万元人民币），其他如英语水平等移民条件相对宽
松，通过审批后，申请人需分别等待4年和1年即可获取澳大利亚永久居留
权。人们担心，这又将成为中国腐败官员逃往海外的一个捷径。

根据最新官方数据，“重大投资者”签证自 2012年推行至今年 7月 1
日，共收到 1027份申请，大部分来自中国。联邦政府已批准 286份，吸引
14亿澳元外国投资。《澳大利亚人》报的报道称，证实投资者财富来源合法
性的难度较大，成为此类签证审批速度缓慢的重要原因。

新的“高端投资者”计划被指旨在吸引中国富豪投资。英国 BBC指
出，新计划将从明年7月开始实施，这正值中国对海外洗钱的贪官进行调查
之际。一些律师和经纪公司要求政府规定说明有关资金来源，但澳方的声
明中并没有提及。声明只提到，“我们会确保这项计划不被误用。”

澳“高端投资者”签证
恐成贪官逃亡捷径

签证之忧▶▶

澳大利亚《时代报》的评论
称，近些年中国反腐行动的范围越
来越大，也越来越高调。从7月份
的“猎狐行动”后，中国政府一直
在寻求和国外政府机构的合作，以
此来追捕那些犯罪嫌疑人。这次的
中澳合作，对于嫌疑人就像一把利
剑。

报道称，澳大利亚的多数投资
移民都来自于中国，他们资产的来
历不明也给澳大利亚的国内资产流
动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也可能使澳
大利亚国内出现灰色地带。更重要
的是，这些犯罪嫌疑人大量资产的
流入，使得澳大利亚的房地产价格
居高不下。这也使得澳大利亚居民
对这次行动也颇为支持。

《新华时评》援引一位澳大利
亚网民在网上的跟贴说，赞成澳大
利亚政府对中国提供帮助，因为贪
腐行为必定会在中国留下许多受害

者。
从外交层面上来说，这次中澳

双方的合作给双方其他层面上的合
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预示着
两国除了“经济至上”的关系外，
另外的合作也在进一步加强。

路透社的评论称，澳大利亚是
中国经济逃犯的三大避难所之一
（另外两个是美国和加拿大）。与澳
大利亚联邦警察局的此次合作，可
谓是中国警察的一出“锦囊妙
计”，因为中国警方正在致力于打
击逃往西方国家的经济罪犯，但是
因为与这些国家没有签订引渡条
约，所以遇到了很多阻力。

报道表示，澳大利亚虽然与中
国没有签订引渡条约，但是澳大利
亚司法部长可以根据《联合国反腐
败公约》考虑中国警方的引渡请
求，因为中澳两国都加入了此公
约。

中澳合作似利剑 澳市民跟帖支持
媒体报道▶▶

“他们（贪腐官员）并不是一夜之间
离开（中国），随身带着一大袋钱。在一
些情况下，他们有着非常周密的计划。”
希尔说。

希尔解释说，典型的情况是，贪腐官
员将他们的配偶和孩子送到国外，利用他
们来向海外转移资产。这些名下没有任何
资产的“裸官”一旦发现风吹草动，就能
够逃到国外，与家人会合。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开始把贪腐
所得变成合法资产，比如房子、地产、股
票等，这样这些钱就成了他们的财富。但
是，这些钱从一开始就不是他们的，这是
从中国流出的贪腐钱。”希尔说。

希尔表示：“所有犯罪分子都会自动
寻找最薄弱环节，（在追逃追赃问题上与
中国合作）就是想告诉那些贪官，别以为
逃到澳大利亚就能幸福地生活下去了。”

澳大利亚不是贪官的避风港

澳方看法▶▶

中方表态▶▶

在 20日举行的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澳大利亚媒体报道，澳大利亚警方同意与
中国有关部门进行合作，引渡逃至澳大利亚
的涉嫌贪污的中国官员并收缴其赃款。请
介绍有关情况。”华春莹说，中国政府高度重
视反腐败和境外追逃追赃工作。在惩治腐
败问题上，态度坚决，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
肃。腐败分子不论逃到哪里，都一定要将其
绳之以法。

华春莹表示，中方积极对外缔结双边司
法协助类条约。截至今年9月，已与包括澳
大利亚在内的 63个国家缔结司法协助、引

渡和移管被判刑人等条约。中方希望与包
括澳大利亚在内的有关国家开展追逃追赃
合作，共同打击贪污腐败犯罪。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本月 14日表
示，中方一直鼓励中澳之间的正常人员交
往，同时，中国正进一步加大打击腐败力度，
其中在海外的追逃追赃是该项工作的重要
组成部分。近期，中国政府设立了相应机
制，进一步加强该工作力度。

“我们愿与澳方加强追逃追赃合作，希
望得到澳方的配合。贪污腐败分子在海外
不应有容身之处。”洪磊说。

腐败分子在海外不应有容身之处

据报道，澳大利亚联邦警察亚洲地区负
责人布鲁斯·希尔在接受采访时说，在今后数
周内，澳大利亚警方将与中方共同展开首批

查封行动。
路透社 20日报道，澳大利亚联邦

警察在堪培拉的官员目前尚未就此发
表评论。

《悉尼先驱晨报》报道称，中国国
家安全部与澳大利亚联邦警察从
“一份不到 100人的大名单”中确定
了首批经济犯罪嫌疑人名单。

根据报道，这些人已经成为澳
大利亚公民或者在澳大利亚定居多
年，用投资和商业移民作为伪装，
长期从事洗钱活动。希尔说，澳大
利亚和中国在澳大利亚追查的贪腐
资产高达“数亿澳元”。

目前，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尚无
引渡协议，导致一些贪官滞留澳大利亚
不归。但对于违反 《联合国反腐败公
约》的人员，澳大利亚司法部长可以考
虑相关引渡请求。澳大利亚和中国都是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方。

追查赃款高达数亿澳元
首批贪官名单确定

中澳联手▶▶

●1月 十八届
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
明确要求，加大国际
追逃追赃力度，决不
让 腐 败 分 子 逍 遥 法
外。

●3月 中央纪
委监察部机关整合成
立国际合作局，加强
国际合作、切断贪官
外 逃 之 路 思 路 更 明
确。

●7月 公安部
召开会议，部署“猎狐
2014”行动，缉捕在逃
境 外 经 济 犯 罪 嫌 疑
人。官方数据显示，
截至目前，已从 40 多
个国家和地区抓获在
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
人128名。

●9月 最高检
召开全国检察机关开
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
追赃专项行动部署会
议，决定开展为期半
年的职务犯罪国际追
逃追赃专项行动，集
中追捕潜逃境外的职
务犯罪嫌疑人。

●10月 “中央
反腐协调小组国际追
逃追赃工作办公室”
成立，由中央纪委、最
高法、最高检、外交部
等 8 单位有关负责人
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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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