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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对各国腐败状况的评价体系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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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腐败具有隐秘的特性,我们很难清楚地了解一个国家到底发生了多少腐败,腐败会引起多大的经济损
失和什么样的政治后果,腐败的严重程度有多大。这一直是研究腐败问题的重点,也是腐败研究的难点。
近年来,一些国际组织在评价各国的腐败状况方面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建立了不同的腐败指标体系来对
各国的腐败状况进行衡量和比较,他们的研究结果也逐渐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并越来越多地被用来
作为评价一些国家腐败状况的重要依据。这里简要介绍几种比较重要的评价体系,以供国内的反腐败研究
参考。 

由于腐败定义的不同和研究视角的差别,各个国际组织用于评价腐败的具体指标也有所不同。 

在国际上,衡量腐败不是用一种指标,而是用多种指标,目前应用比较广泛的主要有四个国际组织所提供的
五种指标: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和行
贿指数(Ｂｒｉｂｅ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世界银行的腐败控制指标(Ｃｏｎｔｒ
ｏｌｏｆ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的非法支付(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ｐａｙｍｅｎ
ｔ)、司法腐败(Ｌｅｇａｌ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贿赂和回扣(ＢｒｉｂｅｓａｎｄＫｉｃｋｂａｃ
ｋｓ)指标;世界经济论坛的贿赂和腐败(Ｂｒｉｂｅａｎｄ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透明度(Ｔｒａｎｓ
ｐａｒｅｎｃｙ)指标。 

我们称这些指标为“主观指标”是因为它们不同于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客观指标”。这些指标都有一
个共同点,就是都是基于主观感觉(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的,通过问卷调查或访谈的方式来了解人们对
于各国腐败状况的评价。但是主观感觉并不仅仅意味着凭着印象进行主观臆断。以透明国际为例,他们在
进行调查的过程中,非常注重要求接受调查的人要根据自己的经历(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而不是真正
的主观印象。从主观感觉的角度对腐败进行定量研究是一个权宜之计。当然,有的时候主观的感觉可能比
客观情况更为重要。以各项调查中的一个重要对象———跨国公司的高级经理为例,他们对一国腐败状况
的印象直接影响着该公司在这个国家的投资决策。对一个国家腐败的感觉程度越高,外国投资者在这个国
家进行短期投资(高回报)的倾向性就越低。而公众在反腐败方问给以政府的政治压力也是根据他们的主
观感觉的。因此,对腐败程度的主观感觉程度可以成为衡量腐败状况的一个重要依据。以下我们分别介绍
这五种主要的腐败指数。 

一、透明国际(ＴＩ)的清廉指数 

二、透明国际的行贿指数 

三、世界银行的控制腐败指标 

四、全球竞争力报告(ＧＣＲ)指标 

五、世界竞争力年鉴(ＷＣＹ)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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