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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filtration of organized crime into politics i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emergenc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organized crime. Organized crime of triad nature infiltrates politics in 

four main forms: using state personnel to infiltrate politics; absorbing officials for political infiltration; 

supporting the infiltration of organizational members into politics; gang leaders infiltrate politics. The 

reasons of political infiltration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four aspects: cultural factor, economic factor, 

legal factor and ideological factor. To prevent and control the political infiltration of organized crime 

in the nature of the underworld, we should stick to the interna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state organs 

and the external attack on the political infiltration of organized crime in the nature of the underworld. 

Only by doing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measures can we effectively reduce the political infiltration of 

organized crime in the nature of the under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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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黑社会性质组织向政治渗透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得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向政治渗透主要有四种表现形式：利用国家工作人员向政治渗透；吸纳官

员进行政治渗透；支持组织成员向政治渗透；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向政治渗透。向政治渗透的

原因主要体现在文化因素、经济因素、法律因素和思想因素这四个方面。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

罪向政治渗透进行防治，应当坚持从国家机关内部防治和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政治渗透外部

打击两个方面着手，坚持内外并举，才能有效消减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政治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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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一种严重侵犯公民人身财产安全，严重危害社会管理秩序，严重威

胁国家政治安全的犯罪形式。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进行严厉打击，一直是我国惩治犯罪的一

项重要任务。虽然我国自 1983 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实施了四次严打斗争，2000 年更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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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的开展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除此之外，一些地方省市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形，相应

采取了一些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的违法犯罪行为的专项举措，比如 2008 年重庆“打黑除恶”。这

些严打斗争和“打黑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沉重打击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嚣张气焰，维护了社会

的安全稳定。但是反观这些年的严打斗争和“打黑行动”，时间间隔逐步在缩短，而黑恶势力

却始终无法清除，而且呈现越打越黑的态势，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移送起诉并被判决的案件

很少。这令我们不得不深思：在严打斗争和“打黑行动”中，多数黑社会性质组织为何能够屡

屡逃脱侦查机关的侦查，最终避免国家法律的制裁？［1］

向政治方面渗透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一个重要特征或者主要表现，这已经成为侦查理

论界和实务界的公认。黑社会性质组织为了达到长期违法犯罪活动以攫取非法利益的目的，会

绞尽脑汁地以金钱、美色等手段拉拢、引诱、腐蚀能够为其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提供庇护的国家

工作人员，一方面是为其组织充当 “保护伞”，使其免于遭受司法机关的打击；另一方面，为

其清除竞争道路上的对手提供帮助；再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手中的权力为其获得更多的非法

利益提供便利的条件，在商业方面进行不公平的竞争获取高额利润；甚至利用这些人手中的权

利，通过变卖、低价转让等手段使国有资产变成私有资产，造成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2］。但

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向政治方面的渗透并不仅仅表现为以上基本特征。2018 年 1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全国各地自上而下开始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结合我国反腐败斗争的实践分析，打击利用政治渗透实施违法犯罪行为达到获取非法利益目的

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正当其时。故此，笔者希望通过深入研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政治渗

透表现，为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略尽绵薄之力。

1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政治渗透的表现形式

国外的黑社会组织众多。如意大利的黑手党、日本的山口组等具有较大势力或者较大影响，

在政治选举时，通常通过以重大资金支持选举者，或以暴力方式贿选参与选举的一方，在支持

方当选后继续控制从而实现对政府的渗透。由于国体、政体等方面的因素，我国的黑社会性质

组织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尚未晋升为黑社会组织，同时我国法律也不允许黑社会组织的存在，

所以目前我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向政治方面的渗透仍然处于低位。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四种情形：

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进行政治渗透；吸纳官员进行政治渗透；支持组织成员向政治渗透；黑社会

性质组织头目向政治渗透。

1.1  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进行政治渗透

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进行政治渗透，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政治渗透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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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学者经常探讨的一种形式。在此，笔者将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进行政治渗透分为直接式渗

透和间接式渗透两种。

1.1.1  直接式政治渗透

（1）利用金钱和女色。黑社会性质组织主要通过金钱和女色拉拢、引诱、腐蚀国家工作人

员向政治渗透，目前查出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的“保护伞”也是主要因金钱和女色而沦为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保护伞”。如在山西省柳林县，被当地“黑老大”陈鸿志当众扇耳光

的原县委书记王宁被打后，竟然毫无反应。就是因为王宁接受了黑恶头目陈鸿志的房子、车子、

票子等财物，还接受了陈鸿志给安排的女色，王宁有把柄被陈鸿志掌握，以至于不敢反抗。最

重要的一点是，王宁这个县委书记的职位就是陈鸿志帮忙运作而得。王宁从县长能够上任县委

书记，是与陈鸿志达成协作，陈鸿志耗费 2000 万运作，四处打点，帮助王宁当上县委书记，而

王宁上台后，就心甘情愿听从陈鸿志的意见，甘当以陈鸿志为首的黑恶势力犯罪的“保护伞”

［3］。广东省深圳市沙井街道原党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刘少雄利用职务之便，收受陈垚东等

个人和公司的贿赂款近 2000 万元，长期纵容以陈垚东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在社会上造成恶

劣影响［4］。

（2）采用胁迫手段。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进行直接式政治渗透时，除了利

用金钱和女色拉拢、引诱、腐蚀国家工作人员外，还会采用胁迫的手段，逼迫国家工作人员为

其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便利。在这种情形下，国家工作人员本不愿意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

罪的“保护伞”，但因黑社会性质组织获取了国家工作人员自身存在行贿受贿、嫖娼、赌博、

利用黑社会性质组织帮其摆平其他一些事情等违法行为，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包庇黑社会性质组

织的违法犯罪行为及其非法利益。浙江瑞安“地下组织部长”陈仕松就是通过跟踪拍摄国家工

作人员的违法信息，深挖隐私，掌握国家工作人员的把柄，要挟、控制国家工作人员，胁迫国

家工作人员为其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便利［5］。除此之外，黑社会性质组织

还会采用言语恐吓、绑架国家工作人员的亲属等手段，威逼国家工作人员为其服务。

1.1.2  间接式政治渗透

间接式政治渗透，是指黑社会性质组织并未直接采用金钱、女色或者胁迫等方式直接利用

国家工作人员手中的权力，为其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便利，而是通过获得更高级别的国家工

作人员的庇护后，凭借该国家工作人员的威势，取得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庇护或纵容。简言之，

就是“地下组织部长”。前文提到的陈仕松直接依靠“把柄”控制国家工作人员，让该国家

工作人员为其提供庇护或则纵容，此为直接式政治渗透；依靠该国家工作人员的威势，取得其

他国家工作人员的庇护或者纵容，即为间接式政治渗透。刘方仁在任时的贵州省“地下组织部

长”——陈林，就是依靠女色，牢牢掌控贵州省原省委书记刘方仁，凭借刘方仁的威势，陈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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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黑社会性质组织向银行贷款，从事基建项目，赚的盆钵满盈［6］。

1.2  吸纳官员进行政治渗透

官员，即国家工作人员。一些官员由于各种不同的动机，主动向黑社会性质组织靠拢，充

当其骨干分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冲锋陷阵”。广东省雷州市以陈安斌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

织为非作恶、祸害一方，其骨干分子叶常青被捕前任雷州市纪家镇人民武装部部长，作为一名

基层政府官员，竟然与黑社会性质组织者陈安斌沆瀣一气，充当犯罪组织的骨干成员，纠集组

织的其他成员使用暴力威胁的手段非法控制他人的废纸经营，为非作歹［7］。除此之外，还有

一些官员在前期被黑社会性质组织以金钱、女色等方式威逼利诱，后期也极其容易自愿成为黑

社会性质组织的骨干分子。

1.3  支持组织成员向政治渗透

支持组织成员积极考取国家公职人员，或者通过选举成为国家工作人员，是黑社会性质组

织向政治渗透的另一种形式。2017 年 2 月广东省江门市公安局对长期盘踞在睦洲镇的以关某合

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依法打击，就发现 2014 年关某合筹集资金作为“拉选票资金”，帮

助其组织内部成员何某明当选村主任，进而为其敛财、占用集体土地提供便利［8］。除此之外，

由于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向年轻化、智能化发展，一些高学历成员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骨干

分子，这些骨干分子中符合国家公务员报考要求的人员，通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支持，很有可

能考取国家公务人员，进而隐藏于国家机关之中，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向政治渗透的筹码。

1.4  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向政治渗透

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向政治渗透，主要表现在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成为公、检、法、司等

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吉林省长春市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梁旭东更是依靠其巨大的经济实力通

过各种关系混入长春市公安局警察队伍，并最终成为朝阳区分局刑警大队侦查员［9］。陕西省

安康市黑老大邹园林虽有 5 次被司法机关打击、处理的记录，但在被查出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

罪时却是汉滨区第十七届人大代表［10］。重庆市打黑重犯之一——黎强，曾任重庆市第三届

人大代表、巴南区第十二届政协常委、市巴南区工商联（总商会）会长［11］。广东省四会市

公安局经侦大队民警龙杰锋直到被枪杀，才被人们知道原来龙杰锋是黑老大，其领导的名震四

会的黑帮组织“龙兴社”才浮水面［12］。这些黑老大向政治方面的渗透主要集中在公、检、法、

机关，其他国家机关也会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领域和进入国家机关的门槛而被有所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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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向政治渗透的原因

2.1  文化因素

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有民间组织向政治渗透的先例，比如墨家。先秦墨家是一个具有民

间结社性质的组织，这一点在墨学界近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13］。墨子有很明确的社会分

工思想，根据弟子的个人禀赋，墨子将他们分为“谈辩”“说书”和“从事”三类分别进行教

育，分担集团内不同的任务［14］。郑杰文认为，这三类墨家弟子分别承担的职能是：“谈辩”

类弟子“游说诸侯、出仕为官”；“说书”类弟子“记录和整理墨子言行思想”“发展和传递

墨家学说”；“从事”类弟子“研究守御器械、帮助诸侯守城卫地”［15］。“谈辩”类弟子

向政治渗透，目的就是为了践行墨家的理念与思想。我国古代民间的各派学说对政治都产生了

重要影响。

但黑社会性质组织对传统文化渗透进行了畸形地创造和应用，其发挥的是犯罪亚文化的影

响力。黑社会性质组织也属于民间结社性质的组织，为了实现其获取非法利益的目的，积极主

动向政治渗透。民国时期的上海滩“大佬”杜月笙，实为中国民间帮派组织“青帮”的头目之一，

其从穷小子到“大佬”的始末，对政治的渗透始终非常紧密，在后期也是积极主动向政治渗透，

蒋介石更是让杜月笙担任中央赈济委员会常委，负责粤、桂、闽三省称第九救济区工作［16］。

这些中国传统文化中，民间组织积极向政治渗透的文化被畸形利用，深深影响着黑社会性质组

织向政治渗透。

2.2  经济因素

获取非法经济利益，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一个重要特征。黑社会性质组织为了满足其

组织成员的需求，维持其组织的运转，必须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而为了获取这些非法利益，

黑社会性质组织不得不通过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榨取其他公民的财产，或者从经济领域非法

获取利益。在以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榨取其他公民的财产时，会遭到公安等行政司法机关的

打击，为了获得公安等行政司法机关的庇护或者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需要向公安等行政司法

机关进行政治渗透，维护其非法利益的获取。

另外，黑社会性质组织从经济领域获取非法利益时，需要该经济领域的国家工作人员的配

合和支持，这就需要黑社会性质组织向经济领域的国家机关进行政治渗透，以便于更好从经济

领域获取非法利益，维持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正常运转。当然，黑社会性质组织也会视其经济利

益的获取领域而向不同领域的国家机关政治渗透，或者提前向不同领域的国家机关进行政治渗

透，为以后向这些领域获取非法利益奠定基础。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正常运转所需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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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长期的违法犯罪实践，决定黑社会必然要向政治渗透。

2.3  法律因素

依据我国《刑法》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规定，反思国家多年来的“严打”行动、各

省的打黑除恶斗争实践。2018 年 1 月全国范围开展的“扫黑除恶”斗争，严厉打击黑社会性质

组织犯罪，维护国家法律的权威地位，维护社会的安全稳定，保证国家政治生态的稳定。根据

我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的规定，“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

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而“组织特征”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之一。据此，黑

社会性质组织绝非一朝一夕就可形成，而是在长期的违法犯罪过程中逐步形成。在长期的违法

犯罪过程中，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公安、检、法等司法机关的严厉打击，这

些依法开展的打击推动黑社会性质组织必须从法律方面寻找漏洞，力求免受打击，尽可能维护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稳定；若是有公、检、法、司的国家工作人员给予照顾，黑社会性质组织在

违法犯罪的过程中，就会提前得到线索，逃避国家法律的制裁，减少人员的损失；或者在黑社

会性质组织成员被抓获时，利用同公、检、法、司国家工作人员的关系，提前掌握情报信息，

避免黑社会性质组织遭受更大的损失。

国家法律的规定以及国家机关对法律的实施，使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为了生存不得不向国

家法律靠拢。但完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显然不会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选择，这

也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成立、存在和发展相违背，那就只有选择拉拢、腐蚀公、检、法、

司等国家工作人员，向公检法司等国家机关渗透，这就成为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向政治渗透

的法律因素。

2.4  思想因素

被扣上违法犯罪的帽子，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是任何人都不愿意承受的，黑社

会性质组织成员也不例外。为了摆脱被扣上违法犯罪的帽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在运行的过

程中，就会积极主动向政治渗透，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与纵容，或者支持其组织成员在国

家机关混上一官半职，或者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积极主动通过钱、财、物等途径戴上“红帽”，

从内心或者表面让其组织与违法犯罪绝缘，摆脱法律制裁和不利的社会评价影响。

向政治渗透不仅能够最大程度维持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表面的合法性，还能够满足黑社会

性质组织成员（包括头目）的虚荣心。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对公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不管如何富有，只有能够在国家机关混得一官半职，才能光耀门楣。这也是如今黑社会性质组

织头目积极通过贿赂、捐赠等途径当上人大、政协等国家工作人员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两种思

想方面的因素，是深深推动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向政治渗透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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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黑社会性质组织希望更多地谋取非法经济利益，“金钱万能”思想影响深远。只有

向政治渗透，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犯罪才能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如此一来，政治渗透换来更

坚实的经济基础，而经济基础的强大反过来又会促进政治上渗透，二者之间相互促进，推动黑

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和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实力的壮大。

3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政治渗透的防控

由前文可知，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向政治渗透必须由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和国家工作人员

共同实施才可以完成。所以，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政治渗透的防治必须从内部防治国家机关

被渗透和外部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向国家机关的渗透两个方面同时着手，只有坚持内外结合，

才能真正达到防治的目标。

3.1  内部预防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坚持同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弱

化党的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所以，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政治渗透的内部防治方面，应当做到：

3.1.1  提升国家工作人员防黑拒变的意识

“打铁尚需自身硬”，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向政治渗透，归根结底是通过国家工作人员向

国家机关渗透，所以，提升国家工作人员防黑拒变的意识是预防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向政治渗

透的关键。国家工作人员不论何种原因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向国家机关渗透的桥梁，最主

要的原因还在于国家工作人员思想上的腐化，抵御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钱、权、色诱惑或者威胁

的能力有待提高。

一方面，应当提升党政机关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政思想。实时学习党的新思想、新路线、新方针、

新政策，坚定步伐跟党走，加强廉政建设，提升国家工作人员自觉抵制非法获取钱、权、色的能力，

洁身自好，牢牢坚持做一名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另一方面，应当提升党政机关国家工作人

员的防黑意识。加强观摩教育，通过观看扫黑除恶纪录片，实地接触被黑社会性质组织腐蚀的

违法犯罪官员，深入调研受到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毒害的社会公民的情况等，掌握黑社会性质

组织犯罪对国家、社会、公民的严重危害性，了解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保护伞”的“下场”，

使国家工作人员自觉抵制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交往。

3.1.2  完善国家机关的用人制度

完善国家机关的用人制度，主要体现在准入门槛和提拔机制。从这两个方面，严把入门关，

严防黑社会性质组织向政治渗透。

（1）严格准入门槛。黑社会性质组织支持组织成员向国家机关渗透和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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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政治渗透的这两种表现，都能够说明我国目前的国家工作人员准入门槛存在问题。针对此，

应当宁可信其有，而不可信其无。虽然我国目前招收公务员，都严格履行《国家公务员法》第

29 条的规定，由招录机关根据考试成绩确定考察人选，并对其进行报考资格复审、考察和体检，

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大多“走过场”：招收在校的学生，一般就到该生所在的学校二级学院访

问领导，掌握学生的一些基本信息；招收的社会人员到其原单位询问该人员的一些思想情况。

这种形式并不能达到真正对招录的公务员进行政治审查的目的。建议对招收的学生，既要向其

所在学校进行访问，更要深入学生家庭所在地区进行深入审查；对招考的社会人员更是要向其

家庭所在地进行审查，同时还应当通过函件的形式向该社会人员待过的基层派出所询查该社会

人员的情况，总之就是严格慎重。只要发现存在涉黑的行为，就应当严格审查，以免顾此失彼。

（2）完善提拔机制。在黑社会性质组织向政治渗透方面，完善提拔机制，就是要审查该同

志在担任原职务时，是否有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接触的经历，而不是目前组织与该同志进行谈话

式的审查。在提拔时，审查该同志的过往经历，既是对人民、党和国家负责，避免出现已经被

黑社会性质组织腐蚀的国家工作人员“带病提拔”的现象，防止国家机关中、高层人员被渗透，

又是对该同志负责，维护其清白的出身，便于国家机关更好的任用。

3.1.3  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

对黑社会性质组织向政治渗透中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加强权力监督。黑社会性质组织向通过国家工作人员向政治渗透，主要就是为了利

用国家工作人员手中的权力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便利，或者逃避国家法律

的制裁。而当前我国的权力主要集中在少数领导手里，党内监督、行政监督以及社会监督往往

很难找到切入点，因此亟需拓展权力监督渠道［17］。目前我国反腐败斗争情形下，中央巡视

组发挥了重要作用。以此为契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地方巡视组，除应重点关注涉及

民生问题的各领域腐败问题的巡视之外，有针对性地深入地方查询国家工作人员与黑社会性质

组织勾结的情况，既可以打击国家工作人员的腐败行为，又可以防治黑社会性质组织向政治的

渗透。

第二，完善官员财物申报制度。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愿意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提供便利，

主要还在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给其一定的利益。掌握官员及其家属的财产状况，就等于切断了黑

社会性质组织通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向政治渗透的的纽带。我国自 1994 年就将《财产申报法》

正式列入立法规划，但是时至今日仍旧未能付诸实践，成为覆盖全部国家工作人员的一项法律

制度。因此必须尽快颁布《财产申报法》，让其成为加强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监督的利器。

3.1.4  完善刑法中相应的法律法规

我国《刑法》对官员与黑社会性质组织勾结的规定体现在第 29 条第 3 款：“国家机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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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包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或者纵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规定。这就存在两个弊端：

首先，该条在司法实践中主要用于惩治公、检、法、司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或者纵容黑社会

性质组织犯罪，对于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勾结行为没有规定。其次，

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包庇或者纵容，惩罚力度较弱，无法与国家工

作人员因此获取的非法利益及因此而造成的社会危害性成正比。

因此，应当完善我国《刑法》对于官员包庇或者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规定。将除公、

检、法、司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行为之外的与黑社会性质犯罪勾结的国家工作人员犯

罪含括其中，不再以受贿、滥用职权等犯罪定罪量刑；同时，提高官员包庇或者纵容黑社会性

质组织犯罪的刑罚幅度，做到罚当其罪。完善《刑法》对国家工作人员包庇或者纵容黑社会性

质组织犯罪的规定，既可以从法律上震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勾结的念头，

使国家工作人员内心抵触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勾结，又可以为治理国家工作人员包庇或者纵

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提供更为详实的法律依据，做到罪刑法定，不偏不枉，坚持预防与治理

相结合的原则。

3.2  外部打击

3.2.1  全面搜集线索

全面搜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向政治渗透的线索，能够有针对性地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的

政治渗透行为，防治国家工作人员因各种形式而被黑社会性质组织所利用。

（1）群众举报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行为，不仅危害社会正常秩序，更重要的是侵犯公民的人身和财产

安全。事关公民个人正当利益，群众肯定会不遗余力予以检举揭发。随着我国法治化水平不断

提高，同时我国反腐败斗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群众在检举揭发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时，很

有可能掺杂黑社会性质组织与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的关系及联系，而这些关系及联系就是黑社会

性质组织向政治渗透的线索。此类线索虽然失实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事关群众的切身利益，

事关国家机关的政治清明，事关社会秩序的稳定，所以也应当全面搜集，宁滥勿缺。

（2）实名制举报

此处的实名制举报，指的是公民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举报自己掌握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与国

家工作人员的关系及联系的线索及证据材料。这种举报由于公民不惧被黑社会性质组织和国家

工作人员的报复，采用实名制的方式，如若不实，就会因诬告、陷害而触犯国家法律法规，受

到法律的制裁，所以更具真实性。同时，实名制举报在举报时会附上证明自己揭露的信息的证

明材料。因此，实名制举报的线索更应当引起国家机关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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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认真核查线索

在国家机关掌握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向政治渗透的线索之后，就应当指派专门负责人员

定向核查所掌握的信息的真实性。比如，张某经常向刚进入某地公安局的民警林某奉送钱财，

根据这条线索，受指派的人员就应当核查张某与林某的关系及联系情况，审查张某是否属于民

间组织成员，其所在的组织是否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再如，人大代表许某是一个公司老总，

许某为了抢占市场、攫取非法暴利，曾纠集社会闲散人员，大肆实施故意伤害、寻衅滋事、非

法拘禁、强迫交易等违法犯罪活动。根据这个线索，就应当核查许某公司的经营状况，是否曾

纠集社会闲散人员，纠集这些闲散人员是否实施了违法犯罪活动。总之，针对全面搜集的黑社

会性质组织向政治渗透的线索，必须认真予以核实，仔细排除，让搜集的线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不可因线索太多，顾虑大海捞针，嫌弃功效微弱。每一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向政治渗透的线

索的核实，都是对公民、社会和国家的负责。

3.2.3  实施联合打击

在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向政治渗透的线索予以核实的基础上，掌握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

罪向政治渗透的证据材料之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就会被查明，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纵容

或者贪污、腐败、滥用职权等行为也会被相应查明。这样，就可以双管齐下，对黑社会性质组

织犯罪向政治渗透的行为予以法律打击。一方面公安机关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另一方面

国家监察机关打击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两个国家机关共同合作，实施联合打击，不仅打

击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向政治渗透的行为，更是科学践行了扫黑除恶和反腐斗争的国家方略。

4  结语

我国虽然未在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政治渗透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必备构成要件，但

是通过近些年公安机关办理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可以看出，政治渗透是黑社会性质组织

犯罪产生、存在和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之政治渗透进行深入研究，

符合我国打击黑恶势力犯罪的要求，也能够回应目前我国反腐败向纵深发展的时代呼唤。不论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之政治渗透如何演变，最关键的还在于及时发现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经

济命脉，并及时清除国家机关中思想和行为发生异变的国家工作人员。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

经济基础决定他们是否有能力进行政治渗透，而国家工作人员的思想和行为是否发生异变决定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之政治渗透能否顺利实施。只要在这两个方面进行关键性防治，同时落实

与之相配套的制度、措施，相信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会逐步减少，逐步得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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