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静虹在法庭上

今年 9 月以来，重庆一批厅级干部因收受巨额贿赂，为房地产开发商谋取利益而陆续站上了法庭被告席。在 1 年左

右时间内，8 名厅级干部在房地产开发领域接连“落马” ，这在重庆政坛是前所未有的，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甚

至被称为“反腐风暴” 。

重庆一系列“窝案”暴露出房地产业的“潜规则” ：房地产业已经成为腐败“重灾区” ，房地产开发的每一个环节都

可能存在权力寻租和官商勾结，房地产的产业链有多长，权钱交易的食物链就可能有多长。

王斌在接受调查

王政在接受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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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4

重庆地产“窝案” ：

1年 8 名厅级干部“落马”

今年
9

月以来
，

重庆一批
厅级干部因收受巨额贿赂

，

为
房地产开发商谋取利益而陆
续站上了法庭被告席

，

检察机
关指控

：

重庆市规划局副局长
梁晓琦受贿

1589

万元
，

重庆
市国土房管局副局长王斌受
贿

170

万元
，

重庆市九龙坡区
区长黄云受贿

232

万元
。

同
时

，

与这三人同为
“

难兄难弟
”

的重庆市规划局局长蒋勇涉
嫌受贿一案也进入侦查终结
阶段

，

即将被检察机关提起公
诉

。

至此
，

这一被称为
“

323

专
案

”

的
4

名涉案厅级干部都将
面临法律制裁

。

而在此前
，

同
样针对房地产开发领域的
“

726

专案
”

中的另外
4

名厅级
干部已经受到法律惩处

。

重庆市渝中区副区长王
政

、

渝中区委副书记郑维
、

沙
坪坝区副区长陈明

、

重庆市侨
联主席罗静虹

(

王政之妻
)

，

因
在土地出让

、

调整规划
、

减免
费用等房地产开发相关领域
肆意出卖手中的权力

，

为开发
商谋取巨额利益

，

而分别被法
院判处死缓

、

13

年
、

10

年及
3

年半刑期
。

在
1

年左右时间内
，

8

名
厅级干部在房地产开发领域
接连

“

落马
”，

这在重庆政坛是
前所未有的

，

引起了社会各界
的强烈关注

，

甚至被称为
“

反
腐风暴

”。

记者在追踪调查中
发现

，

这一系列
“

窝案
”

暴露出
房地产业的

“

潜规则
”：

房地产
业已经成为腐败

“

重灾区
”，

房
地产开发的每一个环节都可
能存在权力寻租和官商勾结

，

房地产的产业链有多长
，

权钱
交易的食物链就可能有多长

。

倒在开发商的“组合拳”下

自
1997

年成立直辖市
以来

，

重庆一直在进行大规
模的城市建设

，

也拉动了房
地产业的高速发展

。

自
2004

年以来
，

房地产开发投资每
年新增

100

亿元以上
，

房地
产开发投资每年增速都在
20%

以上
。

而在城市建设
、

规
划的背后

，

往往隐藏着巨大
的商业机会和利润空间

。

在
寸土寸金的城市

，

规划红线
退一点点

，

土地的属性调整
一下

，

普通人可能觉察不出
来

，

但对房地产商来说却意
味着暴利

。

因此
，

与房地产
开发相关的国土

、

规划
、

房管
等实权部门以及分管官员

，

就成了开发商眼中的
“

财神
爷

”。

记者调查了解到
，

这
8

名厅级干部大多是
“

60

后
”

的中青年干部
。

比如
，

今年

46

岁的重庆规划局局长蒋
勇长期在规划建设领域工
作

，

曾留学英国威尔士大学
，

在重庆被公认为城市规划方
面的

“

专家型干部
”；

九龙坡
区区长黄云

42

岁即开始担
任重庆主城区级政府一把
手

，

作为主政一方的正厅级
官员

，

曾留学国外
，

并获新加
坡南洋理工大学硕士学位

，

还参与过轰动全国的
“

重庆
最牛钉子户

”

事件的处理
；

从
高校教授步入仕途的梁晓
琦

，

获得过朝鲜建设建材大
学博士学位

，

曾担任重庆市
规划局总规划师

，

他用了不
到

10

年的时间
，

成长为重庆
规划系统的一名专家型领导
干部

。

重庆的一些干部说
，

这
批厅级干部正值年富力强

、

干事业的黄金时期
，

却倒在

开发商的
“

糖衣炮弹
”

下
，

既
让人警醒

，

又令人惋惜
。

为了摆平这些手握实权
的官员

，

房地产开发商无所
不用其极

，

往往采取
“

金钱
+

美色
+

爱好
”

的方式向官员
展开攻势

，

投其所好
，

不达目
的绝不罢休

。

官员爱钱就送
钱

，

好色就送美女
，

如果既不
贪财又不好色

，

就满足其爱
好

，

千方百计寻找其人性的
弱点

。

开发商送贿赂非常讲
究策略

，

常常是借逢年过节
或干部出国考察

、

因公出差
等时机送钱

，

为丑恶的权钱
交易掩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
纱

。

为了赢得官员的
“

好感
”，

开发商不惜乘飞机
“

追
”

着官
员送钱

。

2006

年春节
，

王斌
带家人前往深圳游玩

，

重庆
某地产商得知后

，

专门从上
海亲自飞往深圳

，

并赶在王

斌所乘班机落地前等候在机
场出口

，

与王斌会面后直接
送上

5000

美元
。

2006

年下
半年

，

同样是这位开发商
，

在
得知王斌在上海参加一个会
议的消息后

，

立即前往其下
榻的酒店奉上

10

万元人民
币

。

梁晓琦喜欢打高尔夫
球

，

经常飞到全国各地的顶
级高尔夫球场打球

。

2006

年
重庆一开发商便投其所好

，

不仅送上
18

万元
，

还送给其
国际高尔夫俱乐部名誉会员
卡一张

，

任其免费消费
。

开发
商如此

“

懂事
”，

官员自然投
桃报李

。

开发商的高尔夫球
场项目要增加居住用地

、

增
加商业设施用地等诸多事
项

，

在梁晓琦的关照下
，

一路
“

绿灯
”。

■阅读提示

尽管制度设计很“完善” ，但是“缺乏监督的权力运行

即使程序再完善，也是走形式而已” 。

这些在设计很“完美” 的制度里倒下去的厅级干部大

多是“60 后” 的中青年干部，不少人可以称得上是重庆的

“高素质人才” ，有的是城市规划领域的专家型干部，有的

是政治前途美好的年轻干部。这些正值年富力强、干事业的

黄金时期的干部，却倒在开发商的“糖衣炮弹” 下，既让人

警醒，又令人惋惜———

钱权交易贯穿房地产开发全过程

在这一系列
“

窝案
”

中
，

钱权交易贯穿于房地产开发
的全过程

，

征地拆迁
、

土地出
让

、

缴纳土地出让金
、

调整用
地性质

、

规划审批
、

项目选
址

、

调整容积率
、

产权登记等
每一个环节都充斥着官商勾
结

。

开发商与官员的钱权交
易在

“

土地出让
”

和
“

调整规
划

”

两个大项上最为突出
，

特
别是集中表现在

“

调整容积
率

”、“

调整土地
”

上
，

官员利
用职权为开发商牟取了惊人
的暴利

。

“

容积率
”

是指建筑区
划内总建筑面积与用地面
积的比值

，

对于房地产开发
商来说

，

容积率越高
，

可供
其销售的面积就越多

，

获利
也越大

，

但是购房者的居住
环境就越差

。

以一块占地
1

万平方米的土地来计算
，

假
使容积率是

3

，

意味着可建
3

万平方米
，

如果把容积率
提高到

3.5

，

则可建
3.5

万平

方米
。

如果以
6000

元
/

平方
米的价格出售

，

可以多得
3000

万元
。

一位房地产开发
商告诉记者

，“

容积率
”

在开
发商眼中简直就是

“

点石成
金

”

的
“

魔术棒
”，

哪怕是能
提高

0.5

个百分点
，

每个开
发商都会不惜血本地去

“

公
关

”。

在王政
、

郑维
、

陈明的
“

窝案
”

中
，

他们正是利用手
中职权

，

为开发商调高
“

容
积率

”

牟取暴利
。

2003

年
7

月
，

一名开发商找到王政
，

希望提高楼盘容积率
。

王政
于是给

“

好兄弟
”———

时任
重庆市规划局用地处处长
的陈明打招呼

。

随后
，

他又
在开发商递交的申请提高
容积率的报告上签署

“

请给
予大力支持

”

的意见
。

虽然
按照相关规定

，

该公司开发
的项目容积率不能超过

5

，

但最终规划部门还是将该
公司项目的容积率调整到

不大于
7

。

通过增大容积率
，

开发商的利润一下就增加
了

1000

多万元
。

开发商为
“

感谢
”

王政
，

给他送了
100

余万元
。

蒋勇与梁晓琦更是精于
此道

，

在他们所收受的贿赂
中

，

大多与调整容积率有关
。

从
2003

年到
2007

年
4

月
，

梁晓琦接受重庆某地产商的
请托

，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

将
该地产商开发的楼盘容积率
上调至

3.95

。

为此
，

梁晓琦分
8

次
“

进账
”

225

万元人民币
，

美元
6

万元
。

搞房地产先要拿地
，

土
地出让是房地产开发的第一
个环节

，

拿地的价格直接关
系到房地产开发的成本

。

身
为重庆市国土房管局副局长
的王斌采取的正是

“

以地生
财

”：

利用手中掌握土地征
用

、

土地出让
、

耕地保护及土
地规划等审批管理权力

，

在
土地环节进行权钱交易

。

他

的主要手段是帮助开发商获
取土地使用权

、

减免土地出
让金

、

办理征地审批手续
、

办
理房屋产权

，

等等
。

2005

年
，

某开发商看上重庆沙坪坝区
一块土地

，

为了低价拿地
，

经
过王斌的运作

，

违规降低了
该块土地的土地出让金标
准

，

给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
失

，

政府少收入了
1.7

亿元
的土地出让金

。

为此
，

王斌收
到开发商人民币

10

万元和
3

万美元的
“

感谢费
”。

除土地主管部门的领导
外

，

地方政府的负责人也对
土地有较大的调控权

。

黄云
的受贿记录中

，

也有
“

以地生
财

”

的
“

大手笔
”。

2004

年至
2006

年
，

黄云利用时任重庆
市沙坪坝区人民政府区长的
职务之便

，

为某开发商在控
规调整

、

征地拆迁
、

土地补偿
等方面提供帮助

，

并因此收
到开发商

3

万美元的
“

酬
劳

”。

“自己监督自己”

等于没有监督

重庆市政协常委邱道持
“

退
居二线

”

之前
，

曾经与被指控受
贿

170

多万元的王斌
，

一同在重
庆市国土房管局担任副局长

。

他
说

，

没有外部的监督
，

政府部门
的规章制度再完善也不起作用

，

权力一样不受制约
。

他告诉记者
，

王斌出事前
，

在局里被认为是
“

很讲制度
”

的
领导

，

而且为人
“

低调
”，

一般不
参与任何应酬

。

手握实权的王斌
很重视制度建设

，

在其分管领域
制定了很多制度

。

尤其具有讽刺
意味的是

，

每当开会研究土地出
让问题时

，

他都要求同步录音
，

说是防止有人为开发商说好话
，

表现得非常
“

坚持原则
”。

因此
，

当听说王斌
“

落马
”

时
，

邱道持感
到十分意外

，

他说
，

这说明
“

自己
监督自己

”

等于没有监督
，

所谓
的制度建设往往是为了自己能
“

钻空子
”。

接受记者采访的一些干部
指出

，

过去干部一出问题
，

大家
都认为是

“

制度建设没跟上
”，

但
现在看来

，

不是制度问题
，

而是
权力监督问题

。

在查处
8

名厅级
干部的过程中

，

检察机关多次到
相关职能部门走访调查

，

发现其
各种规章制度相当完善

，

程序设
计也很严格

。

这些干部为开发商
谋取利益的过程

，

从表面上看都
是

“

依法办事
”，

操作流程也完全
合法

，

如调整规划
，

均由开发企
业向基层的规划部门提出

，

基层
再向市局规划部门呈报

，

市局通
过会议形式

，

集体研究决定
。 “

但
是

，

在事前
，

开发商和官员早就
私下达成了交易

，

缺乏监督的权
力运行即使程序再完善

，

也是走
形式而已

。 ”

一名熟知案情的人
士如是说

。

（据新华社 《瞭望新闻周

刊》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