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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政府提交的提案和建议 
 
委内瑞拉：供反腐败公约谈判工作特设委员会非正式筹备会议审议的提案 
 
1. 委内瑞拉几年来一直极为重视腐败问题，这是因为委内瑞拉人民在其民主的历史
上始终受到这一祸害的影响。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委内瑞拉向美洲国家组织（美洲组

织）常设理事会提出了一份《美洲反腐败公约》草案。委内瑞拉在订立这份公约的过

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公约草案中所载多项提案被列入了最后文件（见 E/1996/99）。 

2. 鉴于有望针对许多国家的担心而通过一份普遍性的文书，委内瑞拉仅重申其观点，
颁布一份普遍性的法律文书至关重要，该文书如果能顾及并借鉴现有的文书，就能对

铲除腐败现象作出实际贡献。 

3. 在这方面，世界各国最高审计机构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担负起了打击腐败的任务。
由西班牙审计法院主办，于 2000 年在马德里举行了欧洲-美洲会议；在这次会议上，
欧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各国国家最高审计机构的负责人齐聚一堂，会议的主题是讨

论这些机构为在不同的一体化进程范围内打击法不治罪、欺诈和纵容玩忽职守等现象

而能够做些什么工作。 

4. 2000年 11月及 2001年 8月分别在巴西和巴拿马举行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最
高审计机构组织大会的第十届会议和第十一届会议。这两届会议均提请注意有必要推

动建立打击腐败的有效机制。为此目的，2001年 10月在华盛顿特区举行了一次会议，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最高审计机构组织在这次会议上建议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召集

一次会议，由美洲组织秘书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各国最高法院院长、各国国家

执法宪政机关负责人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最高审计机构组织下属各最高审计机

构的负责人共同商讨如何在《美洲反腐败公约》的范围以内加强努力提倡廉政。 

5. 同样，在汉城举行的第十七届国际最高审计机构大会上与会者一致认为，各国最
高审计机构应在本国范围内推动拟订打击腐败和洗钱的法规。 

6. 本着同样的思路，由安第斯开发公司、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最高审计机构组织
以及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和委内瑞拉等国的最高审计机构组织，对

安第斯地区各国进行了调查，以了解该区域最近十年腐败方面的情况。研究结果披露

了由于下述原因而造成社会伦理和道德价值受到削弱的情况：腐败和法不治罪的现象  
甚嚣尘上、权力高度集中、使用非法手段获取并维护权力、监督机构活动能力不足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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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预算拮据、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即生活条件恶化）以及缺少公众对反对不法行为

的参与。 

7. 另一方面，由于获得公共部门管理情况的信息越来越容易，最近几年透明度有所
提高，从而使腐败行为遭到披露。这种透明度体现在通过大众媒体、使用电子手段及

通过公众参与等其他机制来传播关于公共行政部门活动情况——其中包括损害集体财

产的行为的信息。 

8. 用于对社会腐败严重性进行量化评估的指标和技术要素（例如衡量标准或衡量单
位）及数据不足，但应提醒注意最高审计机构关于各种新型腐败现象普遍存在于所有

各部门的看法。在许多情形下，腐败已不仅仅是孤立的个别现象，而是以腐败为目的

结成的团伙造成的制度性腐败。 

9. 毫无疑问，腐败现象在下述三个领域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a) 经济领域。使用集体的资金谋取少数个人的私利，而弃公共利益于不顾，造
成令国家深受其害的贫困现象，阻碍了国家的经济发展。通过腐败行为转移资源和滥

用资源造成无法将资源用于改进卫生和住房条件，用于扩大就业、提高产品质量和稳

定价格——简而言之，腐败行为危害到对人民生活质量有直接影响的所有方面； 

 (b) 社会领域。法不治罪是造成腐败的温床，危害到政治、文化和精神价值，影
响了所有公民的平等相处。还应强调的是，腐败并不只是存在于公共部门，它还存在

于社会的私营部门，国家和国际一级均无例外。如果有一个腐败的官员，通常也就会

有一个腐败的企业家或公民； 

 (c) 政治领域。腐败与民主制度格格不入，令国家活动信誉扫地，由此使国家机
构遭到损害或破坏，腐败引起人们的不满，造成彼此间互不信任，而且影响了健康有

效地治理国家。 

10. 因此，委内瑞拉重申有必要订立一个有效的国际法律文书，并提出了下述提案。 

11. 关于定义，委内瑞拉认为宜强调，公约应明确指明“腐败行为”、及“犯有腐败
行为者”等用语的含义，而且公约应对“腐败行为所得资金”和“犯罪收益”等用语

的含义作出界定。在谈判《美洲反腐败公约》期间，委内瑞拉代表团提交了这份提案，

经过激烈的讨论，已证明可以完全在题为“逐步拟订”的条款中处理这一问题，根据

该条的规定，各当事人承诺今后就这一问题拟订法规，并审议可被视为“腐败”的其

他类型行为。 

12. 应通过国际合作建立各国交流情报的系统，该系统在尊重各缔约国主权的同时能
提供一种手段，用于支持各缔约国惩治腐败者、查明腐败行为并确定其数目、追回不

义之财、利用技术进步处理数据并建立有效机制防止腐败的发生或对腐败予以惩处等

活动。为此目的，公约应就国家和国际各级的战略与行动计划提出建议。 

13. 公约还应规定建立一个协调机构，负责拟订并实施以倡导廉政和为公众服务的道
德价值为目的的教育方案，在联合国范围内建立一个信息系统，对打击腐败高效行动

计划给公营部门和私营部门带来的变化始终保持监督。 

14. 应取消银行保密的做法，从而防止承认银行保密原则的国家不会因其保护性立法
而将本国变为对腐败行为所得资本进行洗钱的逃税地，这种逃税地有时也被用作从事

已成为国际行动主题事项的其他犯罪行为，例如，贩毒、为恐怖主义筹资及政治腐败

和金融腐败。如果不存在银行保密，对腐败行为所得大笔财产进行监督的工作就会容

易得多。如果无法取消银行保密，则公约至少应当对该原则进行调整，以符合国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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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从而使该原则能顾及对具体腐败行为依法展开调查的各国的需要。 

15. 洗钱或洗资产已成为一个世界性威胁，其危害所及影响到金融制度的安全与稳定、
贸易甚至政府机构也遭到了损害。公约必须敦促各缔约国就此事项拟订法规，根据其

国内法将洗钱定为犯罪，建立必要的法律机制和行政机制，用于查明危害国家公共财

产的犯罪行为所得资产、确定这些资产的去向并没收这些资产。 

16. 公约应列入对参与腐败行为的法人团体适用的惩治；这类惩治可包括根据此种实
体参与腐败行为的次数而查明存在腐败的可能性；在国际一级公布并散发被查明有腐

败行为的实体的名称；要求这些实体另作保证（提供担保）方可参与商业活动，并规

定这些实体最长至五年不得在对承包商和供应商进行注册的国家注册。 

17. 国际警察机构的责任范围应包括协助各国最高审计机构展开调查。 

18. 最后，需要所有各缔约国的有组织民间团体加强参与，以便各非政府组织、专业
协会、捍卫人权团体和其他任何团体共同努力，通过积极参与而影响国家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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