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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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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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愿助中国境外反腐追赃
协助引渡中国贪腐官员 共同展开首批查封行动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记
者 朱佳妮 王慧慧）针对有关澳大利
亚警方同意协助中国境外反腐追赃的
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0日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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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大利亚两大媒体集团——新闻
集团和费尔法克斯集团 20 日均在各
自旗下报纸刊登文章，称澳方已同意
协助中方的追逃追赃行动，没收逃逸
贪官资产的行动将在几周内展开。

华春莹在当日外交部例行记者
会上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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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腐败分子不论逃到天涯海角，都
一定要将其绳之以法。”华春莹说。

据华春莹介绍，截至今年9月，中
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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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外交部：
望共同打击贪腐

2011年10月20日，利比亚前领导
人卡扎菲在家乡苏尔特被捕后身亡，成
为2011年中东动荡之中第一个身死沙
场的国家领导人。

时过 3 年，西方在沙漠中重建的崭
新“民主”之城却远不如人们所期盼的
那样安定富足：两个议会、两个政府分
庭抗礼，分别支持世俗和宗教势力的民
兵武装在多地对峙。

强人之后，利比亚去往何处？

四十二载的累卵

时间退回到1969年9月1日。卡扎
菲领导“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推翻
伊德里斯王朝，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诞
生。建国后，“沙漠强人”卡扎菲采取措
施，打击削弱封建势力，控制石油公司，
建立现代工业体系，赋予普通群众相应
的参政权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
经济发展，改善了人民生活，提高了工农
业者的地位。

然而，在卡扎菲长期统治下，腐朽
的家族政治日益严重、地域间政治经济

结构不平衡、经济改革无章可循，导致
中低层民众不满加剧，部族矛盾不断加
深，极端宗教势力趁虚而入，最终动荡
爆发。反对派“全国过渡委员会”应运
而生，美、法、英等国打着支持民主的大
纛，剑指摇摇欲坠的“绿色王国”。

“民主蓝图”的污点

在西方国家襄助之下，打着“民主”
旗号的反对派武装推翻卡扎菲政权，“过
渡委”开始权力交接。随着利比亚国民
议会在2012年8月8日接到了“民主”的
接力棒，临时政府总理阿里·扎伊丹上台
组阁，西方倡导的“民主蓝图”似乎已见
雏形，一切应该按部就班，尘埃落定。然
而，与“沙漠强人”倒台相伴的权力真空
使得各派争权夺利的冲突日益胶着，世
俗势力与宗教势力之间、部族势力与中
央势力之间的争斗从未停息。

终于，蓝图变成蜃景。
从班加西到的黎波里，从米苏拉塔

到盖尔扬，人们想要的也许只是一个从
废墟中重建的家园，通过工作换来的稳

定生活；但3年之后，家园被毁坏，建起，
又毁坏；工作被剥夺，恢复，再剥夺。

霸权主义者的冷宫

另一边，美国似乎早已把利比亚打
入冷宫。3年前，美国以“正义”为名、以

“民主”为号发动空袭，却多多少少打着
保障既得利益、维护自身安全的“小算
盘”。随后，面对日益混乱的利比亚局
势，在中东战略收缩的西方国家似乎

“有心无力”，加之利比亚局势虽复杂棘
手但不至于威胁到自身利益，于是心安
理得地选择性遗忘。

放眼整个中东，从利比亚到伊拉
克，从也门到巴勒斯坦，“西方模式”并
没有给中东带来稳定与和平，反而使地
区多国出现更多动荡、更多流血。

部分原因源自美国的双重标准。
一方面，在巴以局势和叙利亚等国问题
上，美国偏袒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平民
伤亡视而不见；对他国主权、内部事务
肆意侵犯。另一方面，美国和西方在整
个中东局势中左支右绌，分身乏术。在

其原有战略无法掌控局势之时，也就不
难理解“始作俑者”为何抽身而出。真
正的民主与和平却在动荡中更加遥遥
无期。

强人之后，千疮百孔。“民主”何
处？败絮其中。

对于面临“索马里化”风险的利比
亚，人道主义灾难终究会危及周边。结
束乱局，一方面需要各派顾全大局、切
实推进对话；另一方面更亟待国际社会
真诚施以援手，尊重利比亚人民的诉
求，维护利比亚民众的利益，拿出可行
方案。在极端势力进一步安营扎寨之
前，政治解决乃是当务之急。

利己主义、双重标准所带来的恶性
循环必不止于利比亚，也不止于中东地
区。在肆意嫁接西方模式后却“只破不
立”，最终将在给地区国家造成新的创
伤之外，给西方国家自身带来更多威胁
和麻烦。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家园被毁坏，建起，又毁坏；工作被剥夺，恢复，再剥夺

卡扎菲死了，“民主”活了吗？

船只相撞
据中国驻泰国普吉领事办公室10月20日消息，19日

下午一艘载有数十名游客的快艇在返回普吉岛的途中与一
艘船相撞，目前已造成快艇上23名中国游客受伤、2名韩国
游客失踪。

图为救援人员运送受伤游客。（新华社发 拉亨 摄）

宣誓就职
10月20日，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印尼卸任总统苏西

洛（左二）参加当选总统佐科·维多多（左三）的就职仪式。
印度尼西亚当选总统佐科·维多多20日在首都雅加达

宣誓就任印尼第七任总统。 （新华社发 维里 摄）

任命阁僚
10月20日，在日本东京的首相府，新任命的经济产业

大臣宫泽洋一回答记者提问。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日晚间决定任命两名自民党议

员分别出任经济产业大臣和法务大臣，替代当天早些时候
辞职的两名女性阁僚。安倍任命参议员宫泽洋一为经济产
业大臣，替代辞职的小渊优子；任命众议员上川阳子为法务
大臣，替代辞职的松岛绿。宫泽和上川将于21日经阁僚认
证仪式后正式就任。 （新华社/路透）

查封行动
这家报纸援引澳大利亚联邦警察亚

洲地区负责人布鲁斯·希尔的话说，澳大
利亚警方将“在今后数周内”与中方共同
展开首批查封行动。

希尔说，澳大利亚和中国在澳大利
亚追查的贪腐资产高达“许多亿澳大利
亚元（1澳元约合0.9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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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时间过去，他们开始把（贪腐

所得）变成合法资产，比如房子、地产、股
票和银行账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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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悉尼先驱晨报》报道，中澳警方已
就一份优先处理名单达成共识，名单从

“一份不到100人的大名单”选出，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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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尚无引渡
协议，导致一些贪官在澳大利亚滞留不
归。但《悉尼先驱晨报》报道，对于违反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人员，澳大利亚司
法部部长可以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考虑相关引渡请求。澳大利亚和中国均
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方。

加强合作
中国媒体曾报道，美国、加拿大和澳

大利亚是中国经济犯罪嫌疑人最热衷的
3个躲避制裁目的地。

希尔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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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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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在澳投资500万澳元和1500万澳元，
其他如英语水平等移民条件相对宽松，
通过审批后，申请人需要分别等待4年
和 1 年即可获取澳大利亚永久居留权。
一些人担心此类签证被贪官和不法商人
利用。

对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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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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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联
邦政府已批准286份，吸收14亿澳元外国
投资。新闻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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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