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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薄熙來嗎？作為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重慶市委書記，他在去年成為了中國自一九

七六年抓捕四人幫以來最大政治醜聞的核心人物。在過去的數月間，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表

面上不動聲色，但實際上卻抓耳撓腮，為如何依照一貫的意識形態和尊重法治的口號處理他

的案件而苦惱不已。現在，一份「內部情況通報文件」透露薄熙來案也許下個月終將開審。 

二○一二年三月十五日，在一年一度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結束之後，中國的官方新聞通訊社

新華社宣布薄熙來不再兼任重慶市委書記一職。這是一條震驚世界的新聞。這是昭告天下的

第一步，標誌著薄熙來的政治生涯迎來了滅頂之災。這一切始於他的前下屬重慶市公安局局

長王立軍在二月六日企圖叛逃並私自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該事件轟動一時。接踵而至

的是另一則令人咂舌的新聞─公安機關正在對薄熙來之妻谷開來律師涉嫌故意殺害英國商人

尼爾．海伍德一案展開復查。 

二○一二年四月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聽取了對王立軍的調查和谷開來的復查的

彙報之後，決定停止薄熙來擔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職務。新華社之後寫道，之所

以做出如此決定是鑒於「薄熙來在王立軍事件和薄谷開來涉嫌故意殺人案件中的錯誤和責任，

且在上述兩起案件（事件）調查和復查過程中還發現了薄熙來的其他違紀線索。」儘管中國

共產黨領導人向公眾保證，會「嚴格按照法律」處理薄熙來的案件，但是當時薄熙來已經處

於令人聞風喪膽的中共紀律檢查委員會（中紀委）的控制之下，而中紀委本身並不是政府執

法機關。 

經過中紀委長達六個月的「黨內司法」程序，其中包括隔離關押、高強度的審訊和祕密調查，

以及中共領導人間悄悄就他的命運所展開的無休無止的拉鋸式談判，二○一二年九月廿八日，

新華社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給予薄熙來開除黨籍處分，並移送檢察機關依法展開刑事偵

查。當時，谷開來已經被法院判處故意殺人罪，她所經歷的簡短庭審雖號稱對外公開，卻是

經當局精心安排布設，整個庭審過程對薄熙來隻字未提，而王立軍則因包庇谷開來故意殺人

罪嫌而被判徇私枉法罪、此外還被判處叛逃罪、濫用職權罪和受賄罪。 

新華社九月廿八日的消息出乎一些人意料。此前，部分人士認為，薄熙來可能不會被追訴，

而會受到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門悲劇事件中被罷黜的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類似待

遇，後者在舒適的非法「軟禁」中度過了生命的最後十六年。 

新華社在解釋將薄移送刑事偵查的原因時，逐一羅列了中紀委的調查結論。然而，這些指控

卻含糊其辭，其中一些內容與刑法意義上的犯罪毫無關係。薄熙來在擔任大連市市長、遼寧

省省長、商務部部長和重慶市委書記期間，「嚴重違反黨的紀律」，在王立軍事件和受害人

為尼爾．海伍德的故意殺人案件中「濫用職權」，「犯有嚴重錯誤、負有重大責任」。他還

利用職權為他人謀利，直接和通過家人收受巨額賄賂。另外，他與多名女性「保持不正當性

關係」，違反組織人事紀律，調查中還發現了薄熙來其他涉嫌犯罪問題線索。這些都「極大

損害了」黨、國家和人民。 

九月廿八日之後，鮮有官方關於薄熙來案件的消息。十月廿六日，新華社發布一則姍姍遲來

的消息稱，最高人民檢察院決定對其立案偵查並採取「強制措施」，但是對「強制措施」語

焉不詳。十一月四日，新華社簡單補充了一句稱，中共中央委員會確認中央政治局作出的給



予薄熙來開除黨籍的處分。至此之後，新華社已經沉默了將近九個月，且至今也還未證實關

於薄熙來即將受審的「內部情況通報文件」。 

不可否認，直至最近，中國的社交媒體以及外國媒體充斥著各種小道消息、借題發揮、流言

蜚語和揣測猜想。然而，也出現了一些有用的書和文章，道出了一些事實。例如，儘管我們

並不能確定薄熙來是否一直在苦苦抗拒要求他認罪並供述的壓力，也不確定他是否蓄鬚明志

以表抗議，但是他的確已經聘請了兩位能幹的辯護律師，只不過辯護律師據說到目前都還沒

能跟他見上一面！ 

薄熙來的法律狀態也始終不明朗。我們既不知道對他採取了何種「強制措施」，也不知道

「強制措施」是何時開始的。我們知道的是，他並沒有被取保候審。官方也沒有宣布他已被

正式逮捕或者被起訴。可能的是，薄熙來，就像包括諾貝爾獎得主劉曉波在內的其他政治犯

一樣，最初是被「監視居住」─監視居住的執行場所不是他位於北京的家中，而是一個由警

衛把守的特別場所。在新刑事訴訟法於二○一三年一月一日生效前，即使案件涉及特別重大

賄賂犯罪，這種拘禁也是違法的。無論如何，監視居住最長不得超過六個月，該期限目前已

屆滿。 

如同劉曉波案件，薄熙來可能之後會面臨正常的刑事訴訟程序，始於拘留或逮捕，然後進入

起訴和審判階段。但是，就目前來看，審查批准逮捕的期限應該已經屆滿。可能批准逮捕的

決定已經作出，只是未公開而已，批准逮捕之後，檢察機關大約需要在半年內作出是否起訴

的決定。恐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已經對這個案件准予例外，使本案不受相關法定

期限的限制，但是並未公布於眾。或許司法人員不過是在等待中共領導人的指示，一旦一聲

令下，他們就會為薄熙來所遭受的起訴前拘禁營造一個理由。一些知名的政治犯甚至被關押

得更久。 

且不論中共領導人在憲政和司法獨立這些更廣的問題上有什麼樣的觀點，他們在涉及起訴的

具體問題上，可能更容易產生分歧。對薄熙來的指控是否如「內部情況通報文件」指出，僅

限於受賄、貪汙及濫用職權？應該舉行什麼樣的「公開」的庭審？應該像四人幫公審那樣，

舉行長時間的庭審，允許對證人在法庭上進行交互詰問，並且進行轉播，還是應該像谷開來

的庭審那樣，對審理過程進行刪減並且嚴格編排？薄熙來是個強悍的人，不易馴服，是否能

夠保證他會照本宣科，不暴露出強迫性的拘禁手段在他身上留下的蛛絲馬跡？應該對辯護律

師進行何種限制？最終應該對其判處什麼樣的刑罰？ 

中共領導人是不是已經達成一致意見？如否，當他們今年夏天在北戴河海濱召開傳統的祕密

會議時，習近平是否能夠促成領導人構築共識？今秋即將召開擬定政策方向的十八屆三中全

會，他是否需要在此之前解決薄熙來的庭審？從薄熙來案件中，我們又能解讀出什麼宏觀層

面的政策？可以肯定的是─習近平並沒有忘記薄熙來！ 

（作者孔傑榮 Jerome A. Cohen，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紐約大學亞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外

交關係協會亞洲研究兼任資深研究員。英文原文請參 www.usali.org。亞美法研究所研究員劉

超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