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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 真 学 习 贯 彻《中 国 共 产 党 纪 律 处 分 条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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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文原载《中国纪检监察报》

认 真 学 习 贯 彻《中 国 共 产 党 纪 律 处 分 条 例》

严 查 违 规 收 送 礼 品 礼 金 行 为
中国纪检监察报记者 刘一霖

江苏省高邮市纪委监委紧盯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问题，联合相关部门组建专项督查小组，深入各大商超、烟酒专柜等开展专项监督，从严查
处违规收送礼品礼金问题。图为近日，督查小组在市区商超走访了解相关问题线索。 谭倩摄

高文惠 青海省纪委监委第一监督检查室主任

王美月 吉林省长春市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主任

孔晓曼 浙江省嘉兴市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主任

现实中，有少数党员干部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将礼尚往来变成“利
尚往来”，顶风违纪，收送礼品、礼金等财物，且花样不断翻新，手段由明转
暗，群众反映强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了哪
些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的典型行为？如何准确界定违规收送礼品礼金与正常
礼尚往来？对“快递送礼”等隐形变异行为怎样精准查处、综合治理？我们
邀请有关纪检监察干部进行交流。

高文惠：违规收送礼品礼金包括了“收”和“送”
两方面。根据《条例》第九十七条，违规受礼行为主
要 有 两 类 ，一 是 收 受 可 能 影 响 公 正 执 行 公 务 的 礼
品、礼金、消费卡（券）和有价证券、股权、其他金融
产品等财物。二是收受其他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
的财物。

判断是否“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重在把握
收受行为是否与收受人执行公务相关联、与公正执
行公务相冲突，是否会侵犯党员干部职务廉洁性，侧
重于“抓早抓小、防微杜渐”的预防性目的，并不要求
对公正执行公务发生实际影响。判断是否“明显超
出正常礼尚往来”，一看交往关系是否正常，是否有
亲友、同学等关系，亲疏远近和日常交往情况；二看
礼品礼金数额是否正常，综合衡量当地经济发展、生
活水平、风俗习惯、个人经济能力、一般礼节性往来
范围等因素作出判断；三看往来方式是否正常，正常
人情往来多是双方互相往来，都有向对方馈赠礼物
或其他财物的情形，如果是经常性单方面收受行为，
不能算是正常的人情往来。

当然，实践中也会遇到一些相对复杂的情况，应
具体分析，审慎把握。比如，回赠行为，即收受人在
收受礼品礼金后，也回赠送礼人一定财物的情况，要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及时回赠或者有正当事由
回赠，且回赠财物价值与收受财物价值差距不大的，
收受行为一般不认定为违纪。若回赠时间与收受时
间相隔较长或无明显正当事由回赠，甚至具有逃避
审查调查目的，或者回赠财物的价值明显低于收受
财物的价值，则涉嫌违纪。

王美月：违规赠送礼品礼金行为主要规定在《条
例》第九十八条，具体表现为向从事公务的人员及其
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赠送
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礼品、礼金、消费卡（券）和

有价证券、股权、其他金融产品等财物。在执纪过程
中需要注意以下几个要点：

一是送礼的对象不仅仅是从事公务的党员本
人，还包括其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和其他特定关系
人。在执纪审查过程中，既要查清向党员本人赠送
礼品礼金的情况，也要注意排查送礼的党员是否将
受礼的党员干部身边人视为“代言人”，向其赠送礼
品礼金，若有，则将向党员干部的配偶、子女等身边
人赠送的财物一并计入违纪数额。

二是赠送礼品礼金应明显超出礼尚往来标准。
对于超出礼尚往来的具体标准，应根据本地经济发
展水平、社会风俗等情况综合考虑。

三是除违规赠送礼品礼金外，违规赠送消费卡
（券）、有价证券、股权及其他金融产品等财物，均构
成违纪。《条例》列举的财物只是较为常见的形式，实
践中不限于这些财物，可以折算为货币或者需要支
付货币的财产性利益均包括在内。

四是违规送礼行为不以谋取利益为必要条件，
不管受礼方是否为送礼方谋取利益，只要存在送礼
行为且超出正常礼尚往来，就可能构成违纪。若受
礼方为国家工作人员，且送礼方是为了谋取不正当
利益而向国家工作人员送礼，达到刑法规定的数额
标准的，则可能涉嫌行贿犯罪。

针对实践中隐形变异、变相送礼问题，《条例》第
九十八条新增第二款，“以讲课费、课题费、咨询费等
名义变相送礼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释放从严纠
治“四风”的强烈信号，防治以看似合理合规的名义
行违规送礼之实的问题。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若党
员以讲课费、课题费、咨询费等名义变相送礼，一般
应认定为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若党员违规使用
公款变相送礼，还有可能涉嫌职务违法甚至贪污、挪
用公款等犯罪。

王美月：对于正常礼尚往来的具体标准，不能一
概而论，应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社会风俗习惯、
特定关系群体等情况综合考虑。实践中，违规收送
礼品礼金与正常礼尚往来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点：

是否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违规收送礼品礼
金的行为要求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通常与行使
职权存在关联，往往发生在上下级之间、主管单位工
作人员与管理服务对象之间。此时，送礼者主观上
往往存在违规送礼的故意，即使不是立即要求回报
也有可能为满足日后某种需求；受礼者则具有某种
职务或职务影响力，能够为送礼者提供帮助。正常
礼尚往来不影响公正执行公务，属于正常的礼节性
往来，往往发生在亲属、朋友、同学之间。此时，收送
行为的目的不存在侵害职务廉洁性的可能，而是通
过这种方式完成特定情感的表达，如婚丧喜庆事宜
时赠送的小额礼金。

是否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标准。《条例》第九
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违规受礼行为，并未要求明显
超出正常礼尚往来。因此，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
公务的财物行为，一般情况下无数额限制，对于与执
行公务相关联、与公正执行公务相冲突或存在上述
可能性的行为，均应予以禁止，视情节给予处理处
分。同时，《条例》第九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收受其
他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财物的，依照前款规定
处理。”这里指的是虽然与公正执行公务无关，但明
显超出当地经济发展、生活水平、风俗习惯、个人经
济能力以及一般的、正常的礼节性往来标准。

实践中，当正常礼尚往来与收受礼品礼金有所
交叉时，要注意鉴别，做到不枉不纵，纪法情理贯通
融合。如，收送双方因同学、亲友等关系一直存在正
常礼尚往来，但在送礼人有请托事项前后双方突然
出现收送不同于平时的大额礼金情况，则应结合证
据情况，将收送大额礼金认定为违纪甚至职务违法
犯罪。

孔晓曼：实践中，收受礼品礼金与受贿犯罪经常
交织在一起，对于如何准确定性，我们认为主要从以
下几方面把握：

首先，看是否存在谋利事项，即是否具备权钱交
易的本质特征。若无具体谋利事项，则一般定性为

违规受礼；若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且收受的财
物价值达到刑事追诉标准的，则构成受贿犯罪。需
要注意的是，接受请托为他人谋利的时间与收受财
物的时间不一定要完全吻合或一一对应，比如送礼
一方长期向国家工作人员赠送超出正常人情往来的
财物，但不要求立即回报，而是期望在与国家工作人
员建立一定的感情基础后，在将来不确定的时间，请
托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其谋利，其间只要
发生过具体请托事项，则可以把这些连续收受财物
的行为视为一个整体，累计计算受贿数额。实践中
还有一种情形，党员干部收受的是具有上下级关系
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送的财
物，对此，根据《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收受这
两类对象财物价值三万元以上，可能影响职权行使
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价值三万元以上”可
以累计计算，而不以单笔为限。这种情况下，不需要
有具体的谋利事项，也可能构成受贿犯罪。

其次，看收受财物的时间、方式、价值大小以及
当事人关系的亲疏等情况。一般来说，党员干部收
受礼品礼金行为多发生在逢年过节、生病住院、婚丧
嫁娶期间，且礼品礼金的数额一般不会太高，送礼一
方没有特定的利益诉求，多系联络铺垫感情。而受
贿犯罪收送双方所谓的“朋友”关系，多是建立在权
钱交易基础之上的权力寻租关系，收送时间没有一
定的规律，可以发生在党员干部接受请托前、请托过
程中以及接受请托后。

实践中，我们在办理案件过程中经常会遇到收
受的礼品实物已被消耗或灭失，且无法调取购买凭
证、交易记录等书证的情况，在此情况下，对行为准
确定性还涉及证据标准的问题。对于违纪案件，需
要达到“明确合理可信”的证据标准，而对于职务犯
罪案件而言，则需要“排除合理怀疑”。在上述情况
下，因无法确定礼品的真假、价值，而受贿罪对犯罪
金额有法定要求，此种情况下达不到刑事诉讼证据
标准，一般不能认定为受贿犯罪。如果收送双方供
证一致，足以证明存在收受的基本事实的，可以在对
有关违纪违法事实认定的基础上，对涉案物品依据
登记上交的有关规定予以办理。

王美月：二 十 届 中 央 纪 委 三 次 全 会 指
出 ，要 有 效 防 治 隐 形 变 异 现 象 ，精 准 发
现 、从 严 处 理“ 快 递 送 礼 ”等 问 题 。 常 态
长 效 深 化 落 实 中 央 八 项 规 定 精 神 ，坚 决
防 止 享 乐 主 义 、奢 靡 之 风 反 弹 回 潮 ，要 善
于 发 现 老 问 题 、新 情 况 ，对 隐 形 变 异 行 为
精 准 查 处 、有 效 防 治 。 当 前 ，违 规 收 送 礼
品 礼 金 的 行 为 方 式 多 样 ，比 如 通 过 电 商
平 台 配 送 礼 品 、向 电 子 账 户 内 充 值 、赠 送
电 子 卡 券 、利 用“ 跑 腿 ”赠 送 礼 品 、将 礼 金
隐 藏 在 礼 品 或 包 装 中 赠 送 等 。

纪 检 监 察 机 关 要 把 握“ 四 风 ”隐 形 变
异 花 样 翻 新 的 规 律 特 点 ，从 关 键 点 、症 结
处 发 力 纠 治 。 一 方 面 在 提 高 发 现 问 题 能
力 上 下 足 功 夫 ，精 准 查 处 。 由 于“ 快 递 送
礼 ”收 送 双 方 不 直 接 接 触 ，在 执 纪 监 督 中
要 聚 焦 重 点 人 群 ，通 过 查 阅 账 目 、调 阅 资
料 、大 数 据 信 息 比 对 等 方 式 ，多 方 收 集 证
据 ，确 保 证 据 链 条 完 整 。 在 执 纪 过 程 中 ，
要 重 点 检 查 是 否 存 在 利 用 物 流 快 递 赠 送
名 贵 土 特 产 等 问 题 ，同 时 还 要 重 点 关 注

“ 快 递 送 礼 ”背 后 其 他 违 规 问 题 ，如 是 否
存 在 用 公 款 送 礼 的 情 形 。 另 一 方 面 ，要
综 合 施 策 破 解 隐 形 变 异 问 题 ，坚 持 问 题
导 向 ，深 挖 根 源 、精 准 研 判 ，压 实 作 风 建
设 主 体 责 任 ，扎 紧 制 度 笼 子 ，监 督 查 处 、

完 善 制 度 、党 性 教 育 一 体 发 力 ，有 效 防 治
隐 形 变 异 问 题 。 抓 实“ 一 把 手 ”和 领 导 班
子 监 督 ，健 全 完 善 相 关 制 度 。 紧 盯 重 要
节 点 开 展 监 督 检 查 ，充 分 发 挥 巡 视 巡 察
综 合 监 督 作 用 ，形 成 监 督 合 力 。 不 定 期
开 展 机 关 干 部 作 风 建 设 明 察 暗 访 ，对 典
型 问 题 公 开 通 报 曝 光 ，强 化 宣 传 教 育 常
态 化 建 设 。

孔 晓 曼 ：随 着 支 付 方 式 的 革 新 ，监
督 执 纪 中 发 现 ，除 了 现 金 红 包 ，有 的 人
还 通 过 转 账 或 电 子 红 包 的 方 式 收 送 礼
金 。 党 员 干 部“ 一 对 一 ”收 发 电 子 红 包
的 行 为 是 否 构 成 违 纪 比 较 容 易 判 断 ，而
在 微 信 群 里 抢 红 包 的 行 为 是 否 涉 嫌 违
纪 违 法 ，则 要 根 据 抢 红 包 的 场 合 、时 间 、
金 额 大 小 等 ，结 合 个 案 实 际 来 综 合 分
析 ，以 确 保 定 性 准 确 、稳 妥 。 实 践 中 主
要 包 含 以 下 情 形 ：

一 是 党 员 干 部 抢 管 理 服 务 对 象 在 微
信 群 里 不 针 对 特 定 对 象 发 送 的 大 额 电 子
红 包。 比 如，党 员 干 部 为 开 展 工 作 建 立 微
信 群，群 成 员 主 要 为 其 他 参 与 该 项 工 作 的
党 员 干 部 和 相 关 管 理 服 务 对 象 。 管 理 服
务 对 象 在 群 内 发 放 接 受 对 象 不 特 定、红 包
金 额 随 机 的 电 子 红 包，表 面 上 看 是 活 跃 气
氛 ，但 是 因 为 群 内 成 员 知 悉 彼 此 身 份 ，因

此党员干部抢“非定向”红包，也就变成了
“ 定 向 ”收 取 礼 金 。 且 管 理 服 务 对 象 在 群
内 发 放 电 子 红 包 本 身 隐 含 着 给 党 员 干 部
送 礼、拉 近 关 系 的 意 图。 党 员 干 部 抢 这 些
红 包，可 能 影 响 公 正 执 行 公 务。 如 果 党 员
干 部 既 抢 红 包 也 发 红 包，但 抢 到 的 金 额 远
多 于 发 出 去 的 金 额，也 属 于 违 规 收 受 礼 金
的违纪行为。

二 是 党 员 干 部 在 单 位 群 内 收 发 电 子
红 包 。 党 内 要 保 持 清 清 爽 爽 的 同 志 关
系 、规 规 矩 矩 的 上 下 级 关 系 。 在 单 位 群
内 收 发 红 包 要 把 握 好 度 ，如 果 动 机 不
纯 、时 机 不 当 ，在 工 作 时 间 频 繁 你 来 我
往 甚 至 强 制 接 龙 ，或 者 在 干 部 调 整 、考
核 评 优 等 期 间 发 红 包 拉 人 缘 ，即 便 金 额
不 大 、收 支 基 本 平 衡 ，也 会 导 致 工 作 群
庸 俗 变 味 ，助 长 不 良 风 气 ，可 能 构 成 违
纪 ，应 从 严 要 求 。

三 是 党 员 干 部 在 亲 友 群 内 抢 电 子
红 包 。 亲 友 群 属 于 党 员 干 部 私 人 社 交
圈 ，在 亲 友 群 内 适 度 收 发 红 包 ，属 于 正
常 人 际 交 往 ，但 是 也 要 注 重 勤 俭 节 约 、
带 头 移 风 易 俗 ，做 到 交 往 有 界 、收 发 有
度 ，避 免 造 成 不 良 影 响 。 同 时 ，也 要 坚
决 防 范 以 亲 情 、友 情 为“ 幌 子 ”，行 违 规
受 礼 之 实 。

高文惠：我们党强调，要把从严管理贯彻
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党员干部无论
离岗与否都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

根 据 中 央 纪 委 国 家 监 委 2021 年 发 布
的 第 一 批 执 纪 执 法 指 导 性 案 例 中 第 4 号

“张某退休后违规接受宴请案”指导精神，
离 退 休 党 员 干 部 虽 不 具 有 公 职 人 员 身 份 ，
但 仍 然 具 有 党 员 身 份 ，尤 其 是 曾 经 担 任 过
领 导 职 务 的 仍 有 一 定 的 职 务 影 响 力 ，更 应
带 头 严 以 律 己 ，自 觉 接 受 监 督 。 对 离 退 休
党 员 干 部 收 受 礼 品 礼 金 行 为 是 否 构 成 违
纪 应 参 照 在 职 党 员 干 部 执 纪 要 点 甄 别 把
握，适用《条例》第一百二十一条廉洁纪律
兜 底 条 款 ，“ 有 其 他 违 反 廉 洁 纪 律 规 定 行
为 的 ，应 当 视 具 体 情 节 给 予 警 告 直 至 开 除
党 籍 处 分 。”并 依 规 依 纪 收 缴 其 违 纪 所
得 。 与 收 受 行 为 相 对 应 ，在 职 党 员 违 规 向
离 退 休 党 员 干 部 赠 送 礼 品 礼 金 的 行 为 ，也
易 滋 生 和 助 长 社 会 不 良 风 气 ，要 综 合 考 量
送 礼 人 的 动 机 是 否 为 利 用 离 退 休 党 员 干
部 原 职 务 影 响 力 为 自 己 提 供 帮 助 或 者 谋
取 利 益 、金 额 是 否 明 显 超 过 正 常 礼 尚 往 来
以 及 离 退 休 党 员 干 部 可 能 产 生 的 职 务 影
响 等 甄 别 判 断 ，对 于 能 够 排 除 正 常 礼 尚 往
来 ，金 额 较 大 、多 次 送 礼 等 情 节 较 重 的 行

为 ，应 对 相 关 党 员 进 行 批 评 教 育 甚 至 作 出
处理处分。

孔晓曼 ：当 干 部 是 一 阵 子 ，做 党 员 是
一 辈 子 ，不 论 离 退 休 与 否 ，党 员 身 份 都 是
一 辈 子 的 底 色 。 但 是 实 践 中 ，个 别 党 员 干
部“退而不休”，离退休后违规收受原管理
服 务 对 象 的 礼 品 礼 金 ，更 有 甚 者 ，在 职 谋
利、离职拿钱，“暗度陈仓”实现利益输送，
搞“逃逸式”腐败。

离 退 休 党 员 干 部 收 受 礼 品 礼 金 与 离
职 型 受 贿 因 收 受 财 物 的 行 为 均 发 生 在 离
职 后 ，故 在 认 定 上 易 产 生 混 淆 ，执 纪 执 法
过 程 中 ，要 围 绕“ 有 无 约 定 ”和“ 是 否 存 在
谋利事项”两个要件来准确定性。

根 据“ 两 高 ”《关 于 办 理 受 贿 刑 事 案 件
适 用 法 律 若 干 问 题 的 意 见》第 十 条 规 定 ，
国 家 工 作 人 员 利 用 职 务 上 的 便 利 为 请 托
人 谋 取 利 益 之 前 或 者 之 后 ，约 定 在 其 离
职 后 收 受 请 托 人 财 物 ，并 在 离 职 后 收 受
的 ，则 构 成 离 职 型 受 贿 。 当 然 ，从 办 案 实
践 来 说 ，对 于“ 约 定 ”不 宜 做 严 格 限 制 ，约
定 方 式 可 以 为 明 示 ，也 可 以 是 暗 示 或 者
默 许 ，约 定 内 容 可 以 具 体 或 者 概 括 ，只 要
双 方 对 于 在 职 办 事 、离 职 拿 钱 达 成 合 意
即 可 。

需 要 注 意 的 是 ，虽 然 行 受 贿 双 方 没 有

约 定 国 家 工 作 人 员 离 职 后 收 受 请 托 人 财
物 ，但 是 国 家 工 作 人 员 在 职 时 利 用 职 务 上
的 便 利 为 请 托 人 谋 取 利 益 ，在 职 时 收 受 请
托人财物，离职后仍不收敛、不收手，继续
收 受 请 托 人 财 物 的 ，这 种 离 职 前 后 连 续 收
受 财 物 的 行 为 是 对 其 在 职 权 力 的 连 续 兑
现 ，应 看 作 一 个 整 体 犯 罪 行 为 ，在 此 情 况
下 ，离 职 后 收 受 的 财 物 也 应 计 入 受 贿 数
额，认定为受贿罪。

党 员 领 导 干 部 离 退 休 后 在 当 地 仍 存
在 一 定 影 响 力 ，如 果 原 管 理 服 务 对 象 基
于 维 持 良 好 关 系 ，向 其 赠 送 明 显 超 出 礼
尚 往 来 的 礼 品 礼 金 ，鉴 于 离 退 休 党 员 领
导 干 部 已 经 不 存 在 影 响 其 自 身 公 正 执 行
公 务 的 客 观 条 件 ，对 于 离 退 休 后 的 受 礼
行 为 ，应 认 定 为 退 休 后 违 规 收 受 礼 品 礼
金 ，适 用《条 例》第 一 百 二 十 一 条 廉 洁 纪
律 兜 底 条 款 的 规 定 予 以 处 理 。 需 要 注 意
的 是 ，原 为 国 家 工 作 人 员 的 党 员 干 部 ，若
在 离 职 后 利 用 自 己 原 职 权 或 者 地 位 形 成
的 便 利 条 件 ，通 过 其 他 国 家 工 作 人 员 职
务 上 的 行 为 ，为 请 托 人 谋 取 不 正 当 利 益 ，
索 取 或 者 收 受 请 托 人 财 物 的 ，可 能 构 成
利 用 影 响 力 受 贿 罪 。

《条例》规定的违规收送礼品礼金行为主要有哪些
类型？怎样把握执纪要点甄别判断？

如何准确界定违规收送礼品礼金与正常礼尚往
来？怎样区分违规受礼与受贿犯罪？

怎样对“快递送礼”等隐形变异行为精准查处、有效防治？

党员干部不论在职与否应始终保持廉洁本色。对于离退休党员
干部收受礼品礼金的行为如何把握？与离职型受贿怎样区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