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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在其发展的早期，伴随着圈地运动、工业化、殖民贸易和现代化进程的深

化，社会上人们的价值趋向和道德评判发生变化，新的财源和权源不断涌现，原有的经济利益和资源配置面临重组，政府干预和管

制不断加强和扩展，这就使得17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这段时期成为英国历史上政治腐败最为猖獗的时期。 

虽然经过长期复杂而激烈的斗争，1688年“光荣革命”使英国终于正式确立了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但是由于1688年“光荣革

命”实现的是“新兴的中等阶级和封建地主之间的妥协”，把“俸禄和官职这些政治上的战利品留给了大地主家庭”（恩格斯

语），英国官员的录用制度实行的仍是带有封建色彩的“官职恩赐制”，国王、大臣或贵族议员仍掌握直接任命官员的权力。这

样，官员录用时，不是看其能力和知识水平，而取决于有恩赐权的人的意志。握有官职恩赐权的人均为大臣和部门负责人，他们录

用官员主要依据私人关系、是否对他忠诚以及能否得到好处。恩赐制的随意性使得英国的吏治成为最为腐败的领域。首相沃波尔不

但通过支付秘密佣金来控制大多数衰败选区，紧握官职任命权，而且还让其儿子在政府里挂名并用公款在巴黎挥霍享乐。议员格伦

维尔竟然将掌玺处秘书的职位预定给他四岁的亲戚。国王乔治三世在位初期，把几乎所有政府官员的任免权都控制在自已手中。人

们为了求得一官半职，争相使用腐败的手段来买通恩赐者。买卖官职是公开常见的现象，军事部门尤甚。请人代官的现象也风靡一

时。于是，买官卖官、收取求官者的贿赂成了有恩赐权的人的固定收入。1718年，麦克尔斯菲尔德勋爵被任命为大法官。每当他任

命一名新法官助理时，都会得到一大笔谢礼，而新法官们也会想办法弥补“损失”。1759年富兰克林通过对英国考察而得出的印象

是，英国到处都是行贿受贿、营私舞弊的丑闻，“绝对的腐败在这个古老国家的所有等级的人们中流行，从头到脚都完全堕落和腐

败了！”据1780年调查发现，竟有请人代职三十余年不亲自到职的官员。由此可见情况之严重。1786年海军部审计员米德尔顿宣

称：“在海军部收取佣金早已是固定习惯，因此被人们视为是恩赐者的法定收入的一部分。”在海军造船厂谋得一个文官职位需付

200至300英镑。恩赐制和混乱的管理使得文官队伍素质低下，充斥着无能之辈，发生大量假公济私、贪污挪用的现象。如审计系统

因审计人员专业素质太低又不负责任，根本起不到任何审计监督的作用。而且自身就账目混杂、贪污贿赂行为严重。吏治中的体制

性腐败导致国家管理的无序和低效，在北美独立战争时英国就因此而吃了苦头，因工作人员的失职无能而影响了英国的战事。  

随着资本开拓市场规模的扩大，官商勾结的投机活动不仅严重地腐蚀了政府的权力，而且破坏了正常的资本市场秩序。1720年

“南海泡沫”丑闻曝光。南海公司成立于1710年，该公司通过贿赂手段，收买了一些议员和内阁大臣，获准买下了国债的全部发行

权。然后以买空卖空的方式大量发行公司股票。该公司舞弊的内幕揭穿后，公司的股票暴跌，有一大批股票购买人因此而倾家荡

产。为此，当时的辉格党内阁信誉扫地，引发了严重的危机。后来政府采用行政干预措施，把大部分的股票换为英格兰银行的股票

以减少股民的损失，才平息了这场经济和政治的危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也曾揭露了东印度公司利用特权和垄断权，贩卖

鸦片，截留和虚报利润，个人假公济私，牟取暴利的丑行。  

到18世纪未，英国政府对“官取恩赐制”的腐败现象，被迫进行某些整顿与改革，规定官吏的录用由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或高

级官员推荐之后任命。但由于政党的交替执政，无论哪一个政党在竟选中获胜上台，都把各种官职作为“胜利果实”进行公开分

赃，分给他们的支持者。在上者任人唯亲，在下者溜须拍马。因此“个人推荐”往往是从个人亲疏好恶这一主观因素和功利因素出

发，任人唯亲和拿官位送人是司空见惯。1851年到1854年，英国政府私人推荐的55位官员无一人合格，均为平庸无能之辈。每一次

执政党的更替和内阁的变迁，都要引起政府人员的大换班，使政府工作混乱，缺乏政策的连续性，造成政府系统的动荡，导致民心

涣散，妨碍社会经济的发展并直接威胁到资产阶级的统治。  

1853年，主张改革的英国财政大臣格拉斯顿授意斯坦福．诺斯科特爵士和查量斯．屈维廉爵士就英国国内官吏状况进行全面调

查，并提出改革意见。1854年，他们提出了一个“关于建立英国常任制度的报告”（或称<<诺斯科特—屈维廉报告>>）。诺一屈

氏报告尖锐地批评了当时官吏制度的根本弊端，“想做官的多是庸禄无能之辈，凡在公开竞争的职业中站不住脚的，或不愿努力进

取的，才安于行政部门里混日子，不冒风险，过得舒服。能进到政府做官的人大都同大臣有关系”，认为“官职恩赐制”和“政治

分赃制”是导致当时政治腐败和行政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  

为了从根本上革新吏治，诺一屈报告对英国官史的考试、提升、分级、管理提出了富有远见的一整套建议。诺一屈报告于1854

年2月正式提交议会讨论后，在政府、议会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大多数人对改革都持反对或怀疑态度。议会里的贵族议员更是

坚决反对。因为以公开竞争考试取士就剥夺了他们任命脉政府官员的特权，从而也就取消了他们在政府部门安插亲信的可能。1854

年3月负责王室俸的审计长乔治．阿伯斯诺特在议会辩论时的发言颇有代表性。他攻击诺一屈氏报告对当时文官制度弊病的批评是

“对文官个人品德的攻击”，“是一种不公正的非难”，坚决反对任何改革。由于保守派议员们的反对，提交议会的诺一屈氏报告



竟然内阁撤了回来。尽管如此，诺一屈报告奠定了现代西方公务员制度的基石。  

1854年10月英军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利，英国政府机构的混乱状况充分暴露。陆军部的官员既庸禄无能又玩忽职守，部队的伤

亡很大，但前线缺乏最基本的药品和其他后勤供应，粮食不能及时运到，致使前线士兵因伤重或饥饿而大批伤亡。阿拍丁内阁还不

准对军事部门这种混乱状况进行调查。舆论为之哗然，议员们责备政府用人不当，迫使阿伯亭内阁辞职。为了平息被前线败局激怒

了的公众舆论，满足自由主义势力对改革的要求，继任的帕麦斯顿内阁于1855年5月21日颁布了文官司制度改革的第一个枢密院

令，并决定成立文官制度委员会，负责考试事宜。这一命令奠定了考试用人的组织基础。这种用人和晋升的方式又称为“功绩

制”。不过，这次改革不彻底，因为它并不要求实行公开的考试，只是对于被推荐的人员进行审理。  

英国是西方议会政治的最早发源地。然而，最初英国下院的势力微弱，所起的作用只是答应国王的征税要求，因而议员代表的

职位对人们没有多大吸引力。但随着英国政治的发展，下院的地位逐步提高，议员的作用也日益重要。议会通过的税收财政治令，

各个地方都有要执行。到18世纪时，下院的地位空前提高，因而被视为步入政界、升官发财的阶梯。所以在选举议员的时候，由于

各种政治集团都想把自已的人推到议院中，造成了议员选举中的操纵选举、贿买选票营私舞弊的事情随之泛起，形成了下院议员选

举混乱不堪的局面。许多人不惜花费巨资收买选民，议院的议席实际上成了标价的商品，价格不断不涨。17世纪末时，一个议席只

有几镑到几十镑，到18世纪末涨到2000镑。1807年，约克郡的一个议席竟卖到了10万镑。一些财力雄厚的贵族为拉拢选票不惜抛撒

金钱。1784年格罗夫那斯勋爵在参选中仅招待选民的吃喝费就花掉了8500镑。一此市政当局地把出售议席作为一项收入。连国王乔

治三世都被动员起来成为“拉选票的头号绅士”。恩格斯在揭露英国议会选举腐败时曾说过：这里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自

己不是靠贿赂而是由选民自由地选出来的，贿赂的规模从来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大，城市代表的席位完全公开拍卖，谁出的价钱高，

就卖给谁，这些俱乐部就像做生意一样地进行交易，你出多少英镑，就保证给你一个什么位置。除此之外，在进行选举时还有一些

办法，这些办法就是：投票时到处酗酒，候选人请选民到小酒馆喝酒，在投票的地方结伙扰乱，吵架殴斗，——所有这一切都充分

表明任期七年的代表是一文不值的。我们看到，王权和上院已经失去了作用；我们看到，掌握大权的下院是用什么方法补充成员

的；现在的问题是：实质上究竟是谁统治着英国呢？是财产。虽然18世纪时英国曾颁步了一系列旨在消除腐败、维护选举公正性的

法律，但由于法案漏洞百出，都是既得利益之间妥协的产物，并非要根除贿现象，因而其未能发挥实际的作用。如1729年反贿赂法

规定，候选人在选举令公布之后如用金钱贿赂选民，则取消其候选人资格，并罚款5000英镑。这也就是说，在选举令公布之前和以

非金钱方式收买选票的行为不在禁止之列，因而也不受惩罚。而这样一来法律等于一纸空文，贿赂现象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愈演愈

烈。  

对于19世纪英国严重政治腐败现象，法国杰出的学者托克维尔曾作过这样的评价：“一个人开始感到自己有能力和要求实现自

己的原望时，它首先想到的是找一个官当，当等级已经平等，人们的知识尚不完备或有羞臊心理，而发展已到尽头的工商业只能向

人提供困难而缓慢的生财之道时，公民们便不想依靠自身的力量为改善处境。而要蜂拥到政府首长那里去求助。用国库的钱使自己

的生活舒适，在他们看来即使不是惟一的办法，至少也是使他们摆脱很不称心的处境的最容易和最可靠的办法。于是，求官谋禄就

成了最常用的歪门邪道。这种普遍的和过分的求官热是一大社会弊端，它在腐蚀公民的独立精神和使行贿和钻营在全国成风。它在

毁坏光明正大的美德；更用不着我指出，这样的歪门邪道只能产生有害的结果，扰乱国家而无所裨益，因为这一切都是不言而喻

的。”  

1870年6月，英国政府颁布法令，剥夺了贵族垄断官职的特权，规定文官需通过公开的考试，择优录用，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

率，正式确立了英国近代文官制度。之后，英国政府又在实践事不断完善文官制度。特别是1968年的富尔顿报告作用重大。  

经过几百年风风雨雨，英国资产阶级在遏制腐败方面已积累了不少经验和教训，逐步建立了一套预防和惩治腐败的机制，特别

是现代文官制度，有效地遏制了腐败，使腐败现象保持在不足以危害和动摇资本主义基本统治秩序的状态下。所以，时至今日，尽

管腐败丑闻不断曝出，但总体上保持对腐败现象的可控状态，并未像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腐败泛滥成灾，甚至使国家政治生活和

权威体系发生倾覆性变迁。当然，“金钱政治”和私有制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最大腐败之源，在保留资本主义制度的大框架下，不可

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廉洁政治，腐败的发生成为根本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因此，英国的政治和社会将长期为腐败所因扰，甚至腐败

活动就是其金钱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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