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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反腐倡廉体系的理论构想 

中国的反腐倡廉体系包括目标体系、制度体系和价值体系等三大体系。反腐倡廉目标体系包括三大目标，即科

学发展、社会和谐、全面小康。科学发展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社会和谐包括了民主法治和社会稳

定等基本内容；全面小康是我国到2020 年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奋斗目标。党和国家的廉洁本身不是目的，建设廉洁

政治和廉洁政府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和全面小康，使人民得享幸福安康的生活。反腐倡廉制度体

系包括12 根机构支柱，即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 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监督的各级人大及

其常务委员会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各级政协; 依法行政、民主决策的行政机关;独立、公正的司法机关; 公开、

公正的审计机关；受理公民信访投诉与处理不良行政行为集于一身的新型信访机构; 拥有完备的处理公私利益冲突

的规则的现代公务员制度; 独立的、资源和授权充分的反腐败机关; 可以自由获取公共信息并进行调查性报道的新

闻媒体; 享有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公民社会; 破除垄断鼓励竞争的私人部门或非公有制经济部门; 有效进行双边

和多边法律或司法协助的国际行动者。此外，还包括需要贯穿于这些机构支柱日常活动之中的四大规则体系: 一是

完备的、可执行的反贪污贿赂法律规范体系，二是以透明、参与、分权、问责为特征的约束权力运行的程序规范体

系，三是预防和处理公私利益冲突的行为准则体系，四是处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及第三部门(公民社会组织或民间

组织)之间市场交易的行为规范体系。廉正价值体系则包括廉洁、正直、公正、诚实、守法、节俭等基本价值。党和

国家的廉洁取决于各个制度支柱是否同等牢固，足以支撑起党和国家廉政大厦，同时也取决于廉正价值体系是否为

社会成员所普遍接受而成为公众意识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内容摘要】中国的反腐倡廉体系包括目标体系、制度体系和价值体系等三大体系。反腐倡廉目标体系包括三大目
标，即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全面小康。科学发展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社会和谐包括了民主法治
和社会稳定等基本内容；全面小康是我国到2020 年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奋斗目标。党和国家的廉洁本身不是目的，
建设廉洁政治和廉洁政府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和全面小康，使人民得享幸福安康的生活。反腐倡
廉制度体系包括12 根机构支柱，即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 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监督的各
级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各级政协; 依法行政、民主决策的行政机关;独立、公正的司法机
关; 公开、公正的审计机关；受理公民信访投诉与处理不良行政行为集于一身的新型信访机构; 拥有完备的处理公
私利益冲突的规则的现代公务员制度; 独立的、资源和授权充分的反腐败机关; 可以自由获取公共信息并进行调查
性报道的新闻媒体; 享有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公民社会; 破除垄断鼓励竞争的私人部门或非公有制经济部门; 有
效进行双边和多边法律或司法协助的国际行动者。此外，还包括需要贯穿于这些机构支柱日常活动之中的四大规则
体系: 一是完备的、可执行的反贪污贿赂法律规范体系，二是以透明、参与、分权、问责为特征的约束权力运行的
程序规范体系，三是预防和处理公私利益冲突的行为准则体系，四是处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及第三部门(公民社会
组织或民间组织)之间市场交易的行为规范体系。廉正价值体系则包括廉洁、正直、公正、诚实、守法、节俭等基本
价值。党和国家的廉洁取决于各个制度支柱是否同等牢固，足以支撑起党和国家廉政大厦，同时也取决于廉正价值
体系是否为社会成员所普遍接受而成为公众意识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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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大为反腐倡廉体系建设指明了努力方向 

党的十七大报告，为建设中国的国家廉政体系—反腐倡廉体系指明了努力的方向。随着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建成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等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载入2007 年修改通过的党章，反腐倡廉工作所要服务

的根本目标更加清晰，这就是促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全面小康。党的十七大报告就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

革、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党的建设等重大问题所作出的战略部署，为建设反腐倡廉制度体系

和价值体系描绘了路线图。 

为了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为此目的，

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

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深化国有企业公司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 .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引入竞争机

制，加强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 .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

发展。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发展各类生产要素市场，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

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规范发展行业协会和市场中介组织，健全社会信用体系”。这

些重要政策有助于壮大那些破除垄断鼓励平等竞争的非公有制经济部门，有助于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

作用，有助于规范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经济往来。 

十七大报告文化建设部分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强职业道德建设，这些对于廉正价值体系建设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十七大报告在社会建设部分提出要完善社会管理，推进社会体制改革，重视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这对于发展

壮大公民社会并更好地发挥民间组织在反腐倡廉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十七大报告在民主政治建设部分提出要支持人民代表大会依法履行职能，保障人大代表依法行使职权，加强人

大常委会制度建设，这无疑有助于更好地发挥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发挥政治监督的功能，增强各级政府的责任意

识。十七大报告提出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完善民主监督机制，则有助于发挥政协和民主党派的政治监督功

能。十七大报告提出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无疑有利于形成较为完备的和

高质量的反贪污贿赂等法律规范体系。十七大报告提出推进依法行政，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

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这无疑将加强行政机关和专门的反腐败机关这两根制度支柱的作用。在行

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

规范行政行为，加强行政执法部门建设，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这些举措将减

少权力设租的机会和私人经济部门对公共部门进行商业行贿的必要性，同时有助于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的发展壮

大。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增加决策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制定重大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要公开听取意见；完善各类

公开办事制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

机制；健全组织法制和程序规则，保证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健全对领导干部监督方面的质询、

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这些无疑有助于建立以透明、参与、分权、问责为特征的约束权力

运行的程序规范体系。 

十七大报告在党的建设方面，对发展党内民主和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作出了重要部署。十七大报告强调要按

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健全领导体制，健全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推行地方

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建立健全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

全体会议、地方各级党委常委会向委员会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的制度；改革党内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提名制

度和选举方式，推广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由党员和群众公开推荐与上级党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办法，逐步扩大基

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推进党务公开等等。所有这些都有利于提高我们党作为一个执政党的廉洁程度，

而执政党的清正廉洁是党和国家廉政大厦最重要的支柱。十七大报告还就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作出了部署。十七

大报告提出要“规范干部任用提名制度，完善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求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完善公开选

拔、竞争上岗、差额选举办法。扩大干部工作民主，增强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的科学性和真实性。加强干部选拔任

用工作全过程监督。健全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回避、交流制度，完善公务员制度”。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增加

选拔任用过程的透明度、竞争性、公众参与，有助于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 

只有以贪污腐败为耻、以廉洁正直为荣成为公众的普遍意识和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党和国家的廉政大厦才会

基础稳固。 

（来源：《检察日报》2007 年12 月25 日）（作者：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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