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查“谈话”方略与技巧：纪检监察办案实务

CIP号： 第130760号

ISBN： 978-7-5093-5468-1

中图分类： D926

关键词： 检察机关-工作经验-中国-司法

北京,2014/07,中国法制出版社

版次： 1

印次： 1

价格： 86.00

字数： 505

开本： 730×1030 1/16

装帧： 平

语种： zh



吴克利　著

陈兴　策划编辑

cx_legal＠163.com

陈兴　责任编辑

任乐乐　责任编辑

周黎明　封面设计



目录

第一章 纪检监察案件调查的行为特征

第一节 案件调查概述

第二节“谈话”的分类与作用

第三节“谈话”目标的来源及调查

第四节 初步核实的技巧

第五节 初步核实的基本程序

第六节 立案

第七节 调查

第二章 纪检监察案件线索的初步核实方略

第一节 违法违纪案件线索初步核实概述

第二节 案件线索的初步核实方略

第三节 知情人的调查

第三章 纪检监察办案人员“谈话”的心理准备

第一节“谈话”空间的能量掌控

第二节“谈话”人员的能量的储备

第三节 调查人员如何使用自己的眼睛

第四节 调查人员如何使用自己的耳朵

第五节 调查人员的思维导向

第六节 调查人员自我形象的树立

第七节 调查人员消极心理的克服

第四章 新时期法制规则条件下的“谈话”方略

第一节 树立案件调查中的人权保障理念

第二节 人权保障规则下的调查“谈话”攻略

第三节 自愿条件下的“谈话”方略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第四节 刑讯逼供的心理基础及矫正

第五节“谈话”的语体特征

第六节“谈话”的语言技巧与方法

第五章 被调查人对抗调查的心理特征

第一节 被调查人个体利益关系的心理冲突与平衡

第二节 对抗条件的满足与得失

第三节 对抗调查的心理“支点”与“退路”构筑的防御体系

第四节 被调查人的心理事实与客观事实

第五节 被调查人心理证据的转换

第六节 被调查人翻供的心理特征

第七节 被调查人隐瞒事实的行为特征与“谈话”对策

第六章“认知误区”规律行为的“谈话”技巧

第一节 错觉“谈话”技巧

第二节 结果“谈话”技巧

第三节 动机“谈话”技巧

第四节 假设“谈话”技巧

第五节 离间“谈话”技巧

第六节 借助“谈话”技巧

第七节 模拟情景“谈话”技巧

第八节 概率“谈话”技巧

第九节 间隔“谈话”技巧

第十节“造势”“谈话”技巧

第七章“心理困境”冲突行为的“谈话”技巧

第一节 矛盾“谈话”技巧

第二节 导谎法

第三节 测谎（心理测试）的配合

第四节 定向攻击法

第五节 特情证明法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第八章“利弊置换”规律行为的“谈话”技巧

第一节 利弊置换的心理基础

第二节 亲情置换法

第三节 求生置换法

第四节 利弊置换法

第五节 教育置换法

第六节 观念置换法

第七节 疏通置换法

第八节“十二轮置换‘谈话’技巧”的运用

第九章“记忆经验”规律行为的“谈话”技巧

第一节 经验规律

第二节 惯性规律

第三节 粘连规律

第四节 分解经验

第五节 记忆经验

第六节 空间经验

第七节 联想经验

第八节 阻止经验

第十章“超我人格”规律行为的“谈话”技巧

第一节 人格倾向“谈话”技巧

第二节 结构倾向“谈话”技巧

第三节 性别特征“谈话”技巧

第四节 身份特征“谈话”技巧

第五节 信念纠治“谈话”技巧

第十一章“需要属性”规律行为的“谈话”技巧

第一节 协调需要的“谈话”技巧

第二节 反向挤兑的“谈话”技巧

第三节 审托比对的“谈话”技巧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第四节 调整品质的“谈话”技巧

第五节 心理脱敏的“谈话”技巧

第六节 心理弱点利用的“谈话”技巧

第七节 情感需要的“谈话”技巧

第八节 激发需要的“谈话”技巧

第九节 条件需要的“谈话”技巧

第十节 利益需要的“谈话”技巧

第十一节 沟通的“谈话”技巧

第十二章“谈话”对象的主体特征及其“谈话”技巧

第一节“谈话”对象的身份特征及“谈话”技巧

第二节 女性被调查对象的“谈话”方略

第三节 被“调查”对象信念对抗的“谈话”技巧

第十三章 被调查人对抗心理矫治的方法和技巧

第一节 心理认知条件矫治的“谈话”技巧

第二节 对抗心理条件矫治的“谈话”技巧

第三节 对抗心理支点条件矫治的“谈话”技巧

第四节 以犯罪目标为矫治对象的“谈话”技巧

第五节 以犯罪动机为矫治对象的“谈话”技巧

第六节 以满足意识存在为矫治对象的“谈话”技巧

第七节 以剥离犯罪关系为矫治对象的“谈话”技巧

第八节 以借助关系为矫治对象的“谈话”技巧

第九节 再现心理现场的“谈话”技巧

第十节 认知概率矫治的“谈话”技巧

第十一节 激活间隔心理效应的“谈话”技巧

第十二节 行为态势矫治的“谈话”技巧

第十四章 领导干部贿赂案件的“谈话”实务

第一节 领导干部贿赂案件的“谈话”技巧

第二节 领导干部贿赂案件的“谈话”实务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第三节 新型贿赂案件的特点与“谈话”技巧

第四节“挂名”受贿违法犯罪的“谈话”技巧

第五节 医疗卫生领域贿赂案件的“谈话”技巧

第六节 工程建设领域贿赂案件的“谈话”技巧

第十五章 领导干部渎职犯罪案件的“谈话”实务

第一节 领导干部渎职犯罪案件的“谈话”技巧

第二节 领导干部徇私舞弊类渎职犯罪案件的“谈话”技巧

第三节 资源类领导干部渎职犯罪案件的“谈话”技巧

第四节 领导干部滥用职权渎职犯罪案件的“谈话”技巧

后记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alibre_v_ne_w/avvmx2_pdf_out/OEBP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第一章 纪检监察案件调查的行为
特征

第一节 案件调查概述
腐败问题关系到国家盛衰、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因此严肃

党的纪律、坚决查办违法违纪案件是党章赋予纪检监察部门的重要职

能，是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基本要求，是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斗争的重要任务，是维护纪律、惩治腐败最直接、最有效的手

段，是广大群众评价反腐成效的重要标志。坚持做好案件调查工作对

于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保障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有着十

分重要的意义。

从纪检监察案件调查的概念来看，案件调查是指纪检监察机关依

据《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监察法》（以下简称《行政监察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依

据职权和管辖范围，对反映党员、党组织和监察对象违犯党章、党纪

政纪和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核实和调查的活动。

从纪检监察案件调查的地位和作用来看，纪检监察案件调查是

《中国共产党章程》（以下简称《党章》）和《行政监察法》赋予纪

检监察机关的一项基本工作职责。对该类案件的调查是纪检监察机关

履行职责的重要方式和手段，是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

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工作。案件调查的作用主要是维护党纪、政

纪的严肃性。在案件调查中，通过严肃查处党员、党组织、行政监察

对象的违纪违法行为，严厉惩处腐败分子，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

国家法律法规正确执行和实施，及时解决在党风政风方面严重影响国

家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有效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通过案件的调

查，严厉惩处腐败，能够有效地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

规的贯彻执行，维护改革发展和稳定，促进社会和谐；通过案件的调



查，严厉惩处腐败，能够有效地纯洁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保持干部

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提高党的领导水

平和执政水平。从预防职务犯罪方面来看，通过案件的调查，能够起

到标本兼治的作用。在案件查办工作中通过对重大典型案件的剖析，

查找腐败发生的原因，针对案件中暴露出来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和

薄弱环节，及时建章立制，堵塞漏洞，铲除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从

源头上解决腐败问题，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

腐败问题关系到国家盛衰、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因此严肃

党的纪律、坚决查办违法违纪案件是党章赋予纪检监察部门的重要职

能，是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基本要求，是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斗争的重要任务，是维护纪律、惩治腐败最直接、最有效的手

段，是广大群众评价反腐成效的重要标志。坚持做好案件调查工作对

于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保障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有着十

分重要的意义。

从纪检监察案件调查的概念来看，案件调查是指纪检监察机关依

据《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监察法》（以下简称《行政监察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依

据职权和管辖范围，对反映党员、党组织和监察对象违犯党章、党纪

政纪和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核实和调查的活动。

从纪检监察案件调查的地位和作用来看，纪检监察案件调查是

《中国共产党章程》（以下简称《党章》）和《行政监察法》赋予纪

检监察机关的一项基本工作职责。对该类案件的调查是纪检监察机关

履行职责的重要方式和手段，是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

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工作。案件调查的作用主要是维护党纪、政

纪的严肃性。在案件调查中，通过严肃查处党员、党组织、行政监察

对象的违纪违法行为，严厉惩处腐败分子，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

国家法律法规正确执行和实施，及时解决在党风政风方面严重影响国

家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有效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通过案件的调

查，严厉惩处腐败，能够有效地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

规的贯彻执行，维护改革发展和稳定，促进社会和谐；通过案件的调

查，严厉惩处腐败，能够有效地纯洁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保持干部



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提高党的领导水

平和执政水平。从预防职务犯罪方面来看，通过案件的调查，能够起

到标本兼治的作用。在案件查办工作中通过对重大典型案件的剖析，

查找腐败发生的原因，针对案件中暴露出来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和

薄弱环节，及时建章立制，堵塞漏洞，铲除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从

源头上解决腐败问题，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

纪检监察案件调查的任务就是查明案件事实真相，为案件定性处

理提供真实可靠的材料和意见。案件调查的任务是提取确实、充分的

证据，为认定案件事实提供真实可靠的根据，使违法违纪者受到惩

处，清除腐败分子，保持党政组织的纯洁性。从案件调查的要求来

看，案件调查就是要坚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通过调查所提取

的违纪事实，必须事实具体、准确、符合客观实际，所查证的事实必

须能够清楚、真实反映违法违纪问题发生的时间、地点、手段、情

节、后果以及有关人员的责任，能够作为定案所依据的事实。案件调

查中的证据确实充分，就是通过调查所取得的证据，必须符合客观真

实情况，准确无疑，能够确实、充分、清楚地证明被调查对象的违法

违纪事实。这里的证据确实充分，就是指证据的客观性，案件调查中

提取的证据材料必须是真实、客观，能够经得起现实和历史的检验。

证据确实的要求，是提取的证据必须与认定的事实之间有着客观的联

系，构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证据充分，是查清事实的重要条件，也

就是说，认定的每一个事实都要有相应的一定量的证据予以证明。

第二节“谈话”的分类与作用

“谈话”是以促进官员廉洁勤政为教育目的的教育形式。关

于“谈话”的行为表现，大致包括：廉政谈话、诫勉谈话、调查谈话

的三种行为方式。

首先是廉政谈话，这是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规

定，为了加强对各级领导人员的监督管理，促进领导人员廉洁自律，

开展的谈话活动。廉政谈话主要是立足教育，着眼防范，主动监督，

严格管理，促进领导人员廉政勤政。从其“谈话”的领导和组织实施

的情况来看，廉政谈话是由各级党委统一领导，各级纪委、纪检监察



部门或组织人事部门组织实施，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分级负责。从“谈

话”的主体来看，廉政谈话的谈话人为各级党委书记、纪委书记、纪

检监察部门和组织人事部门的领导。谈话对象是需要进行廉政教育的

各级党员干部。从“谈话”的分类和方式来看，廉政谈话可分为一般

廉政谈话、任职廉政谈话、提醒谈话、履职谈话和调查谈话。

一般廉政谈话，是指本单位的领导、纪检监察部门的领导或者上

级党委、纪委领导，对管辖范围内的党员干部或领导班子成员，围绕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促进廉洁从政进行的，以关心爱护党员干部为目

的，以交流思想、沟通情况、交换意见、研究问题为基本内容的谈

话。一般廉政谈话的主要内容：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

级党委决议、决策及重大工作部署情况；执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

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贯彻廉洁自律规定情况；作风建设工作情

况；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履行“一岗双责”情况；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其他情况。

“谈话”是以促进官员廉洁勤政为教育目的的教育形式。关

于“谈话”的行为表现，大致包括：廉政谈话、诫勉谈话、调查谈话

的三种行为方式。

首先是廉政谈话，这是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规

定，为了加强对各级领导人员的监督管理，促进领导人员廉洁自律，

开展的谈话活动。廉政谈话主要是立足教育，着眼防范，主动监督，

严格管理，促进领导人员廉政勤政。从其“谈话”的领导和组织实施

的情况来看，廉政谈话是由各级党委统一领导，各级纪委、纪检监察

部门或组织人事部门组织实施，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分级负责。从“谈

话”的主体来看，廉政谈话的谈话人为各级党委书记、纪委书记、纪

检监察部门和组织人事部门的领导。谈话对象是需要进行廉政教育的

各级党员干部。从“谈话”的分类和方式来看，廉政谈话可分为一般

廉政谈话、任职廉政谈话、提醒谈话、履职谈话和调查谈话。

一般廉政谈话，是指本单位的领导、纪检监察部门的领导或者上

级党委、纪委领导，对管辖范围内的党员干部或领导班子成员，围绕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促进廉洁从政进行的，以关心爱护党员干部为目

的，以交流思想、沟通情况、交换意见、研究问题为基本内容的谈

话。一般廉政谈话的主要内容：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



级党委决议、决策及重大工作部署情况；执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

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贯彻廉洁自律规定情况；作风建设工作情

况；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履行“一岗双责”情况；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其他情况。

任职廉政谈话，是指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和组织人事部门与提拔任

职或调动岗位的领导人员进行的，以提高领导人员拒腐防变能力为目

的、以廉洁从政教育为基本内容的谈话。任职廉政谈话的主要内容：

如何正确对待和使用权力；如何转变和改进工作作风；如何加强领导

班子民主集中制；如何贯彻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切实履行“一

岗双责”；如何加强自身修养，带头廉洁自律；如何遵守政治纪律和

组织纪律，自觉接受监督。

提醒谈话，是指纪检监察部门对有群众反映或已在政治思想、履

行职责、工作作风、道德品质、廉洁勤政等方面出现苗头性问题的领

导人员的谈话。纪检监察部门与谈话对象进行谈话，了解核实问题，

由谈话对象做出检讨或说明，实施教育提醒。提醒谈话的主要内容：

向谈话对象说明谈话原因，要求谈话对象如实说明情况；认真听取谈

话对象对有关问题的解释和说明，必要时可要求谈话对象写出书面说

明和提供证明材料；根据了解核实的情况，对谈话对象提出有针对性

的希望和要求。

诫勉谈话，是根据党委（党组）要求，纪律检查机关和组织（人

事）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的谈话，及纪检监

察部门对有群众反映或已出现违纪行为，但情节轻微无须追究党纪政

纪责任或进行组织处理的领导人员进行的谈话，主要情况：不能严格

遵守党的政治纪律，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党组织决议、

决定以及工作部署不力；不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作风专断，或者在

领导班子中闹无原则纠纷；不认真履行职责，给工作造成一定损失；

搞华而不实和脱离实际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铺张浪费，

造成不良影响；不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用

人失察失误；不严格执行廉洁自律规定，造成不良影响；其他需要进

行诫勉谈话的情况。进行诫勉谈话时，不仅要向谈话对象说明谈话原

因，还有认真听取其对有关问题的解释和说明，指出需要注意的问

题，并要求其提出改正措施。针对诫勉谈话对象存在的主要问题的改



正情况进行了解。对于没有改正或者改正不明显的，可根据党委（党

组）的意见，予以批评教育并督促改正，或者作出组织处理。

调查谈话，是纪检监察部门查办党员干部违法违纪行为的重要方

法，是纪检监察工作中常用的办案手段，纪检监察部门在查办违法违

纪案件中，“谈话”所起的作用已经占据了不可忽视的地位，违法违

纪案件办理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谈话”的成功与否。

因此案件检查的谈话技巧问题，关系到能否顺利而有成效地完成案件

检查任务，它是实现案件检查任务与目的的重要手段和有效途径。从

一定意义上讲，案件检查离不开与人谈话。谈话技能和技巧的高低，

运用得是否得当，是衡量案件调查人员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的重要标

志之一。加强学习和掌握谈话的技巧和技能，提高谈话水平，对做好

案件检查工作，顺利完成案件检查任务，提高案件检查效率，具有重

要的意义。案件检查中的谈话主要是指与案件关系人的谈话，大体包

括证人、知情人、检举揭发人和被调查人。这里主要突出讲的是对被

调查人的谈话，成功的谈话对于查清违法犯罪的事实有着重要的作

用，成功的“谈话”能够使一个看上去不起眼的小案件办成大案件，

使单一线索的个案办成“窝案”和“窜案”。相反如果调查人员不注

意“谈话”的技巧，那么所查案件就有可能出现相反的效果，原本能

够成为大案也办成了小案或者不能称其为案件。在纪检监察机关查办

违法违纪案件的活动中，谈话效果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案件的

调查和办案的质量。从案件调查的目的来看，调查谈话是在办案人员

掌握一定证据材料的基础上，与被调查人的一次正面交锋。在案件检

查工作中，如何掌握案件的直接证据，除了凭借已获得的部分物证和

书证外，最基本的途径就是办案人员与证人、知情人、检举人等案件

关系人和被调查人进行的谈话调查。在大量的调查实践中，能够有效

地证明被调查人的违法违纪行为，常常依赖的不是直接的物证，而是

大量的言辞证据，因为违法违纪案件很少有可视性现场，纪检监察机

关所办案件没有可视性现场可以鉴定，违法违纪案件的现场是空间

的，它的属性是依赖“谈话”获得的言词条件予以证明，由此案件调

查中的“谈话”，不仅要依靠被调查人的交待和承认来证明、定案，

还需要证人、知情人、检举人的陈述，才能最后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达到证明犯罪的目的。可见谈话调查是纪检监察机关查清案件事实的

重要手段。



调查谈话，是突破案件、扩大战果的重要途径。证据材料收集的

是否充分，将直接影响谈话效果。在案件检查工作中，办案人员发现

一些违纪违规案件开始时显得比较小，违纪违规性质看上去也不严

重，但最后却办成大案要案，这正是“谈话”取证的结果。通过“谈

话”不断发现新的问题，获取新的证据，使一个接一个的问题被暴

露，一个又一个的被谈话人浮出“水”面，从一开始的小案，逐渐办

成大案、要案，从个案逐渐办成“串案”、“窝案”，最终实现全案

的突破。可见，谈话调查是突破案件、扩大战果的重要途径。与此相

反如果办案人员不注重“谈话”技巧的把握，就很难获得被谈话人的

真实的言词证据，导致了本该受到刑罚处罚的被“谈话”人逍遥法

外。

调查谈话，是突破案件获得定案关键证据的重要环节。获得关键

证据是办案人员查办案件成功与否的关键环节，也是案件定性量纪的

根本依据，直接决定着案件性质和涉案被谈话人违纪违规的程度。在

案件检查工作中，办案人员针对被调查人对自己违纪的隐蔽性深信不

疑、抱着纪检监察机关掌握不了关键证据的侥幸心理，选择一些已获

取的直接或间接的证据，利用被调查人的一个或几个错误，在“谈

话”中给被调查人强烈的心理刺激，使其内心产生巨大压力，最终彻

底消除原有的侥幸心理，为其如实承认错误打开缺口。从而使办案人

员通过合法的途径及时取得被调查人真实可靠和完整彻底的供述，进

而获得定案的关键情节和违纪构成要件。因而，谈话调查也是办案人

员获得定案关键证据的重要环节。

从谈话调查的特点来看：首先，谈话调查要有明确的目的性。谈

话调查是在案件检查工作中，通过提问、回答、记录等一系列活动获

取证据的一种方式，其谈话效果往往决定整个案件的成败。因此，办

案人员在谈话前一定要准备充分，有的放矢。一是把握好被调查人的

基本情况，了解其年龄、职业、家庭、爱好、经历、曾经获得的荣

誉，了解其在案件中所处的地位，了解可能涉及案件的其他人名、地

名、专业基本知识和与案件相关的法律规定等等，以便从中寻找切入

点和突破口，使谈话方式更合理，更容易被调查人所接受。其次谈话

调查要拟好谈话提纲。根据已经掌握的被谈话人的特点、涉案的基本

情况，有效地运用案件检查的谈话技巧，这是关系到能否顺利而有成



效地完成案件检查任务，特别是能否顺利而有效地完成案件调查任务

的关键，它是实现案件检查任务与目的的重要手段和有效途径。

谈话在案件检查中运用得比较普遍，它是案件检查的重要工作形

式或基本方法之一，同时也是纪检监察人员应该具备的基本技能。从

一定意义上讲，案件检查离不开与人谈话。谈话技能和技巧的高低，

运用得是否得当，是衡量案件调查人员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的重要标

志之一。因此，学习和掌握谈话的技巧和技能，提高谈话水平，对做

好案件检查工作，顺利完成案件检查任务，提高案件检查效率，具有

重要的意义。

第三节“谈话”目标的来源及调查

一、“谈话”目标的来源

“谈话”目标就是纪检监察机关受理的违法违纪的案件，通常这

类案件有的是通过举报、相关部门移送、其他案件的牵连，有的是媒

体的曝光、管辖范围内的调查等途径出现的违法违纪案件线索。既然

是违法违纪的案件线索，其实质也只是违法违纪的嫌疑或者是有违法

违纪的可能性。纪检监察部门对违法违纪案件的处理，必须要满足违

法违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能够有效地证明违法违纪行为的

存在。因此纪检监察机关在获取案件线索以后，还需要通过调查、谈

话、提取违法违纪行为的证据，才能够完成对“谈话”目标的调查。

二、“谈话”目标的调查

针对谈话目标的调查，首先是确定违法违纪的案件线索是否有可

查性、可靠性、真实性，以此来确定“谈话”目标的性质。案件线索

的可查性是确保案件调查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最终的目的是达到对

职务违法违纪的惩处。例如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下简称“中纪

委”）对薄熙来违法犯罪案件的调查：薄熙来案缘起于王立军事件，

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于2012年2月6日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1

天后离开，此行为在国内外造成恶劣影响，是严重的政治事件，并且

此事件还涉及外国人尼尔·伍德死亡案件，是一起涉及党和国家领导

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严重刑事案件。同时该事件牵涉到薄熙来本



人，其行为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给党和国家的事业带来了严重损

失，对党和国家的形象造成很大损害。201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对

薄熙来严重违纪问题立案调查。中纪委受理了此案后随即对其线索展

开调查，经调查发现薄熙来的行为涉及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的刑事

犯罪，根据职务犯罪的管辖范围将此案移送给了检察机关。山东省济

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作出判决，认定

薄熙来犯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一、“谈话”目标的来源

“谈话”目标就是纪检监察机关受理的违法违纪的案件，通常这

类案件有的是通过举报、相关部门移送、其他案件的牵连，有的是媒

体的曝光、管辖范围内的调查等途径出现的违法违纪案件线索。既然

是违法违纪的案件线索，其实质也只是违法违纪的嫌疑或者是有违法

违纪的可能性。纪检监察部门对违法违纪案件的处理，必须要满足违

法违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能够有效地证明违法违纪行为的

存在。因此纪检监察机关在获取案件线索以后，还需要通过调查、谈

话、提取违法违纪行为的证据，才能够完成对“谈话”目标的调查。

二、“谈话”目标的调查

针对谈话目标的调查，首先是确定违法违纪的案件线索是否有可

查性、可靠性、真实性，以此来确定“谈话”目标的性质。案件线索

的可查性是确保案件调查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最终的目的是达到对

职务违法违纪的惩处。例如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下简称“中纪

委”）对薄熙来违法犯罪案件的调查：薄熙来案缘起于王立军事件，

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于2012年2月6日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1

天后离开，此行为在国内外造成恶劣影响，是严重的政治事件，并且

此事件还涉及外国人尼尔·伍德死亡案件，是一起涉及党和国家领导

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严重刑事案件。同时该事件牵涉到薄熙来本

人，其行为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给党和国家的事业带来了严重损

失，对党和国家的形象造成很大损害。201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对

薄熙来严重违纪问题立案调查。中纪委受理了此案后随即对其线索展

开调查，经调查发现薄熙来的行为涉及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的刑事

犯罪，根据职务犯罪的管辖范围将此案移送给了检察机关。山东省济



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作出判决，认定

薄熙来犯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违法违纪案件线索的可查性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查：

首先是确认违法违纪案件线索的内容是否属于纪检监察机关的管

辖范围。如果受理的案件线索不属于纪检监察机关管辖范围，应该转

交有管辖权的机关和部门处理。纪检监察机关受理的案件范围是党员

干部利用职务进行的违法违纪行为。而党员干部的杀人、抢劫、强奸

等其他刑事犯罪案件的线索就要移交给相关的司法机关办理。再有一

些反映某党员干部和邻居有土地纠纷的问题的线索，就不具备违纪

性，无需纪检监察部门调查。

其次是受理的违法违纪案件线索是否具有真实性。一般情况下，

真实性强的案件线索，应有清楚的纪检监察的对象和违纪行为发生的

时间、地点、人物、情节，有涉案人员、相关证人、关系人的具体姓

名及违纪问题发生的原因、背景以及产生的后果。

最后是要确定案件线索反映的内容和问题是否具有违纪违法性。

确定为案件调查的线索，应该有明显的违纪性质。即：属于利用职务

之便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渎职等符合党纪处分和公务员处分条例

里规定的违纪行为。

在纪检监察机关调查案件的实践中，判断案件线索是否有可查

性，主要是通过案件线索的来源渠道进行理性分析和判断得出结果。

案件线索的来源渠道通常有以下几种情况：贿赂犯罪知情人提供的情

况，这里包括行贿人、送财物经办人，这些人因为某种利益关系，从

而揭露对方，这类举报人亲身经历了送钱、送物的过程，对事情发生

的时间、地点、见证人等都能说清楚，一般具有可信性和可查性；其

他案件的涉案人员牵连交代和检举揭发线索，因为其他案件牵连的情

况其真实性也比较强。还有另外一类是为了立功，主动交代和检举别

人的违纪线索，一经查实，可认定其有立功表现，从而为自己减轻处

罚，也具备了一定的可靠性，这种渠道得来的线索一般具有可查性；

行政执法机关渠道得到的案件线索，这些部门移交的案件线索，大部

分是运用经济监督、行政执法手段，提取有关证据后梳理出来的，一

般情况下这类案件线索真实、可靠、具备了很强的可查性；其他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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