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行原纪委书记刘立宪案情指向浮现 与谁

相关

四个多月前主动投案的工行总行原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刘立宪近期有

了调查进展。在官方通报之外，还一些可能的关联指向。

2024 年 1 月 19 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经查，刘立宪违规

获取境外身份并长期隐瞒不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受旅游活

动安排；无视组织原则，在干部选拔、职工录用中为他人谋利并收受

财物；清廉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消费卡，长期借用管理和服

务对象车辆；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执纪违纪，执法犯法，严重

损害纪检监察干部形象，把组织赋予的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大

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案件处理、企业经营等方面谋利，

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上述通报引起业内关注，关注点之一是通报中提及的“境外身份”；

关注点之二是他“牵扯到别人的案件处理”，但纪检监察部门未进行

详细披露，由此引发了业内人士诸多讨论。

近年来，工行金融反腐不断。据梳理，2023 年官方对外公布的工行

被查干部至少有 10 位，其中级别较高的有工行原副行长张红力和刘

立宪。而刘立宪来自纪检系统，这也引起了人们对谁来监督纪检的“灯

下黑”问题的关注。

I.刘立宪与孙德顺

近期，据了解，刘立宪获取的境外身份或是指香港。此外，刘立宪或



牵扯中信银行原行长孙德顺十几年前在工行北京分行期间的旧事，

“孙当时在做业务时可能存在一些不合规或谋取私利的情节被关注

到了，但因为找了刘立宪的关系，未被深究”。

1954 年 6 月出生的刘立宪现年已 69 岁，早年任最高人民检察院贪

污贿赂检察厅副厅长、反贪污贿赂总局副局长、检察技术局局长、检

察理论研究所所长等职。2003 年 9 月起，任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副总裁。2005 年 10 月加入工行，任工行纪委书记。2014 年 12 月

30 日，刘立宪因年满 60 岁离任工行。2015 年，他以中央第十一巡

视组副组长身份参与专项巡视工作。

1958 年 11 月出生的孙德顺现年 65 岁，早期在工行任职逾 20 年。

1984 年 5 月至 2005 年 11 月，他在工行海淀区办事处、海淀区支

行、北京分行、数据中心（北京）等单位工作。其中，1995 年 12

月至 2005 年 11 月，任工行北京分行行长助理、副行长；1999 年 1

月至 2004 年 4 月，兼任工行数据中心（北京）总经理。2005 年 12

月，孙德顺离开工行，任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2011

年 10 月调任中信银行，相继担任总行副行长、常务副行长、行长；



2019 年 9 月失联被查。

由此可见，刘立宪与孙德顺在工行的交集并不长，但正好出现在孙德

顺 2005 年即将离任工行北京分行之前较为关键的几个月。

从“落马”时间线来看，刘立宪宣布主动投案的时间点是 2023 年 9

月 15 日，发生在孙德顺一审宣判（2023 年 11 月 10 日）的一个多

月前。另据多渠道了解，刘立宪实则在 2023 年 7 月底前后已经事发，

而且他主动投案后并未有工行现任干部被询问或了解情况，因此他牵

扯多年前旧案的可能性更大。

值得注意的是，孙德顺一审宣判的通报中，他所涉问题的确涉及到任

职工行北京分行期间。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一审宣判孙德

顺受贿一案时称，经审理查明，2003 年至 2019 年，孙德顺先后利

用担任工行北京市分行副行长，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行长，中信银行

副行长、行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企业在获取贷款等事项上提供

帮助，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 9.795 亿余元。

此前有中信银行人士透露，孙德顺因涉案金额巨大，为求从轻量刑，

免于一死，将几十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都交代了，包括刘立宪

和另一位中信银行近期被降职的高管，均与他的“保命”行动有关。

最终，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鉴于孙德顺归案后如实供述罪行，

认罪悔罪，积极退赃，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已全部查扣到案，具有

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同时，根

据孙德顺犯罪的事实和情节，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

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II．防治纪检队伍“灯下黑”

刚刚过去的 2023 年是全国纪检队伍“刀刃向内”的一年，除了刘立

宪还有多位纪检干部落马，“灯下黑”问题受到各方关注。

2024 年 1 月 25 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新通报显示：2023 年，全

国纪检监察系统共接收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或反映 4.65 万余

件次，处置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 4.37 万余件，谈话函询纪检

监察干部 1.46 万余人次，立案纪检监察干部 8977 人，处分 7817

人，移送司法机关 474 人，其中，处分厅局级干部 207 人、县处级

1382 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运用“四种形态”批评教育和处理纪检

监察干部 3.72 万余人次。其中，运用第一种形态批评教育和处理 2.87

万余人次，运用第二种形态处理 7031 人次，运用第三种形态处理

884 人次，运用第四种形态处理 562 人。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称，要贯彻落实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部署，以

自我革命精神从严整肃队伍，开展全国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教育整顿，

把纯洁思想、纯洁组织作为突出问题来抓，以最鲜明的态度、最有力

的措施、最果断的行动，对执纪违纪、执法违法现象零容忍，坚决清

除害群之马，坚决防治“灯下黑”。

据了解，自 2023 年 2 月 24 日全国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教育整顿动员

部署会议召开以来，银行业已经有多位纪检监察干部落马，除了刘立

宪，还有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驻蒙商银行纪检监察组组长、党委委

员赵光炯，以及甘肃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原纪委书记、监事长王蓉生。

这两位都是资深的纪检干部，均于 2023 年 6 月 2 日被查。从后续调



查通报来看，他们都涉及利用自身纪检权力徇私情、谋私利。

其中，王蓉生于 2023 年 8 月 31 日被开除党籍。经查，他违反政治

纪律，背弃纪检监督职责，自身不廉，助长任职系统违纪违法之风蔓

延，对党不忠诚不老实，转移隐匿资产，串供伪造证据，对抗审查调

查；罔顾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廉洁自律要求，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

公务的礼品礼金并接受管理服务对象提供的旅游活动，公权私用，谋

求特殊待遇；违反组织原则，瞒报个人有关事项，利用职权插手职工

招录，在函询时不如实说明并提供虚假证明；违反工作纪律，私自留

存纪律审查等涉密资料，在执纪过程中徇私徇情；利用职务之便插手

工程项目及信贷业务，大肆收受贿赂且数额特别巨大。

赵光炯于 2023 年 11 月 30 日被“双开”。经查，他身为纪检监察

系统党员领导干部，丧失理想信念，背弃职责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

实，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

体检等活动安排，收受礼品礼金；组织观念淡漠，在组织人事方面违

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为官不廉，借用

管理对象钱款，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任性用权，违规处置上

级交办的问题线索；以权谋私，利用职务便利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

条件为他人在组织人事、工程承揽、企业经营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

受巨额财物。

此外，还有两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十三审查调查室干部被查，该调

查室主要负责金融、央企的反腐工作。一位是调查室一级调研员崔玉

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于 2023 年 5 月 30 日被查；另一位是调查室



二级巡视员汪幼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于 2023 年 9 月 22 日主动投

案。

这两人目前均未有进一步的调查进展披露。据此前了解，汪幼勇主动

投案或与国开行原副行长周清玉有关。周清玉此前亦是一位银行纪检

干部，早期在农行任职多年，2011 年至 2016 年调任国开行总行纪

委书记，此后又担任国开行总行副行长。周清玉于 2023 年 5 月 19

日被查，2023 年 11 月 16 日被开除党籍；2023 年 12 月 14 日，经

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吉林省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利

用影响力受贿罪对周清玉作出逮捕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