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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倡廉要在新起点上实现新跨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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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对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做了新的调整，把反腐倡廉建设提到更重要的位置，强

调在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基础上，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目

标。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总体态势是成效明显与问题突出并存，防治力度加

大与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并存，群众对反腐败期望值不断上升与腐败现象短期内难以根治并

存，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这“三个并存”、“两个依然”的判断，表

明当前腐败和反腐败正在相持，反腐倡廉建设进入了情况复杂、任务艰巨的攻坚阶段。随着

经济的增长，生活条件的改善，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特别是近来网络上掀起的反腐“狂

欢”表明，反腐倡廉建设面临的压力正在逐步增大，面临的新课题与新挑战正在不断增多，

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任务十分艰巨。 

  反腐倡廉建设主要面临的新课题、新挑战  

  腐败成为众矢之的，但反腐难度超乎想象。我国正处于加快推进政治、经济、文化、社

会建设和深化各项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诸多社会矛盾相互交织。市场经济环境下经济腐败易

发多发高发，经济社会建设项目潜藏着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尤其是重点建设项目，腐败

风险较高，是反腐败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重大政策改革、突发公共事件等给社会稳定和党

群关系带来巨大挑战乃至负面影响，这些都为反腐倡廉建设提出了一系列理论与实践课题。

应当说，腐败是个老问题，但已越来越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发展的重大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

公众关注的焦点。这一老问题仍呈现出较强的弥散性，部分区域、部分行业已成为腐败的重

灾区，甚至给人以“越反越多”的错觉。腐败问题不断变种升级，上演着“老酒换新瓶”的

把戏，腐败形式越来越智能化，行事手段越来越隐蔽，牵涉范围越来越广泛，这大大增加了

查处的难度。从“一把手”腐败到跨部门、跨地区的集团式、联合式腐败，从寻租性腐败到

垄断性腐败，从用人腐败到司法腐败，从经济腐败到人情腐败，从官场移民、“裸官”到

“官二代”……在反腐败的高压态势之下，一些腐败现象总会变幻出不同招式，可谓“日新

月异”，越来越具有隐蔽性和迷惑性，由此使人们对腐败的辨识与侦查难度与日俱增。 

  制度成为建设之重，但执行效应一时难显。一是制度不健全、制度剩余与制度短缺矛盾

尖锐。制度建设应以质量为本，然而在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还存

在着一定的制度空白。有些问题尽管存在已久，但解决问题的制度却没有及时建立，跟不上

形势发展的需要。制度上的缺漏，为腐败提供了可乘之机。与此同时，在一些领域，制定了

一大堆制度规范，但遭遇着“制度使不上”、“制度不管用”等尴尬，甚至出现了“腐败制

度化”的现象：即一些腐败分子打着“依政策、制度办事”的旗号，为自己的腐败行为正

名，事先将其利益设计在相关的政策、制度中。二是重制定、轻执行，制度执行力弱化。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执法难于立法。反腐倡廉建设的成效，取决

于制度的制定，更取决于制度的执行。执行力弱化，究其原因，一方面，来自制度设计上的

弊端，“制度不好使”，如制度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过于原则宽泛，缺少具体实施的刚



性措施;相关制度之间的协调性、互补性较差，存在制度执行的结构性阻碍;问责制落实不到

位，有责不顾不问、问责不全不严，制度执行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另一方面，则源于官员官

僚习性及对制度的藐视、麻痹，有些官员自封“山大王”，心无王法，目无纲纪，“有制度

不用”，“制度歪着用”。制度生命力来源于执行，执行不好甚至不予执行，制度必将枯

萎，因而完善制度体系、树立制度威信、狠抓制度落实是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 

  基层成为腐败灾区 但防控下移力度不够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矛盾易发多发期，影响党群关系和谐的不稳定因素增多，腐败问

题可谓居于首位。据有关部门材料，严肃查办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违纪违法案件众多，这表

明基层腐败问题相当突出。这既有基层领导干部信念不坚定、思想不过硬、价值观扭曲等主

观因素，也有基层权利相对集中、制度不完善等客观因素，还存在“上级太远、同级太弱、

下级太难”基层监督乏力这一重要原因。需要注意的是，基层腐败具有“晕轮效应”。面对

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腐败现象，广大群众往往对于腐败所产生的危害感同身受，因而对于腐败

会加倍予以痛恨。因此，基层腐败行为的发生，不管其情节恶劣与否，都会在群众中产生较

大影响，甚至激发公众情绪，点燃公众矛盾，引发公众事件。透过基层腐败问题，群众对党

的评价往往呈现出“以点代面”的效应。可以说，基层腐败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

心目中的形象，直接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直接关系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实际成

效。可见，基层必将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战场。 

  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思路与对策  

  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必须突出重点，完善制度，立足基层，更加注重反腐倡廉建设的长

远性、群众性、实效性与彻底性，以更加扎实的举措、更加务实的态度，夺取反腐倡廉建设

的新胜利。 

  明确重点，保持案件查办的高压态势。穿袄提领子，牵牛牵鼻子。对于反腐倡廉建设来

说，抓住了主要矛盾就是牵住了“牛鼻子”。要针对薄弱环节，加大案件查办力度，通过经

常性地监督检查，保持案件查办的高压态势。 

  完善制度，构建有效防腐的科学体系。加强监督、关口前移，是有效预防腐败的关键。

通过制度建设构筑牢固的“不能腐败”之高墙，让政府和党政官员的权力受到彻底的制衡和

监督，让权力的运作呈现在阳光下，这样自然能起到抗腐拒黑的制度保障作用。当前，主要

是加强对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制约和监督。 

 

  着眼基层，发挥好人民群众在发掘反腐防腐中的作用。人民群众中蕴含着反腐防腐的巨

大力量。新闻、网络媒体等现在已经成为强有力的监督手段。有调查表明，有超过一半的被

调查者认为近年来“新闻舆论的监督”比较有成效。这为充分发挥反腐防腐的民间力量指明

了方向。 

  总之，党的十八大将反腐倡廉建设作为党的建设“五位一体”的重要内容加以强化，昭

示我们必须通过思想教育、预防和监督的制度设计以及司法、行政、群众监督等一系列的措

施对腐败现象进行预防和惩处。也唯有如此，才能达到标本兼治的目标，把反腐倡廉建设推

向一个新的阶段，从而保证反腐败斗争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平稳健康地

向前发展。 

 

(作者系江西省社科院党组成员、纪检组长、中特中心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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