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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的理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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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励慧芳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６０年是中华民族迅速和平崛起的６０年，也是反腐倡廉斗争不断深入的６０年：一方面，马克

思主义的历史观与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将中华民族的廉洁观念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思想理论境界；另一方面，伴随新中国６０年来经

济社会的迅猛发展，中国社会同时经受了前所未有的反对腐败斗争的洗礼，中国共产党在反腐倡廉的建设中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廉政建设的道路。 

  一、毛泽东关于防止腐败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开展反腐倡廉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是以推翻剥削阶级腐败政权为己任而创建的工人阶级政党，因此在党的建设中，对腐败现象保持着高度警惕。毛泽

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把防止腐败放在党的建设的重要位置，在加强党的廉政建设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

想，主要有：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党宗旨，为反腐倡廉确立了根本指导思想；制定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路线，为

动员民众建设廉洁政府明确了奋斗目标；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作风，为廉政建设确定了作风

保障；提出了依靠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跳出“执政——腐败——垮台”历史兴衰周期率的问题，探究人民政权防腐拒变的基本途

径；特别是在革命胜利前夕提出“两个务必”的思想等等。同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结合各个时期的中

心任务的要求，进行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教育，从而树立了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廉政建设的优良风气。 

  毛泽东的反腐倡廉思想，是我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保持和推进廉政建设的重要理论依据，更是我们党在进入执政时期后如何加

强和推进廉政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 

  二、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思想，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建设的理论基础 

  从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起步到全党贯彻落实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这一阶段，是我党在邓小平廉政思想指导下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的时期。在继承和总结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加强廉政建设的历史经验基础上，邓小平依据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面临的改革

课题，以努力提高党的反腐拒变为主旨，形成了邓小平廉政建设的理论，其主要的思想观点是： 

  第一，基本方针是“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这是邓小平廉政建设思想的核心。并提出了坚持“一手抓改革开

放，一手抓惩治腐败”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第二，基本准则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

传统。“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

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第三，基本原则是廉政建设必须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离

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基本要求是要从



领导干部抓起；第四，基本做法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邓小平认为，要把我们党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坚持下去，

“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走群众路线，才能得到根本解决”；第五，基本途径是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制度好可以使坏

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第六，基本策略是“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一个是教

育，一个是法律。”“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同时他还十分强调“要接受监督，加强党内监督、舆论监督和群众监

督”。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这一系列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思想，为我们党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廉政建设奠定了

理论基础。 

  三、江泽民在我国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条件下关于反腐倡廉的思想，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的理论建设 

  从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到党的十六大这一阶段。这一时期，我国在经济体制上实现由计

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一方面经济体制的改革，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繁荣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大

幅度跃升，人民生活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另一方面，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所有制结构和分配方式发生了深刻

变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分配方式多样化的格局形成，使反腐倡廉面临新的问题、出现新的特点，体制性腐败的问题突显了出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江泽民继承毛泽东、邓小平廉政思想，不断深化对执政党廉政建设规律的探索，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的廉政思想

理论体系，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发展了“生死存亡论”，将加强廉政建设的重要性提高到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严重政治斗争的高度来认识。江泽民从国

际上一些长期执政的政党丧失政权的现实总结教训，进一步从政权建设和现代化建设的高度来看待廉政建设问题，认为“如果我们

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第二，发展了“两手都要

硬”的方针。江泽民坚持邓小平提出的“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的方针，又根据腐败问题不可能短时期内消除的现

实，进一步指出“反腐倡廉，是顺利进行改革开放的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政治保证。越是改革开放，越要加强反腐倡廉工作”；第

三，发展了“制度治腐论”。依靠制度建设根治腐败是邓小平廉政思想的基本观点，江泽民继承这个思想，同时针对我国目前的腐

败存在属于制度性缺陷的现实，他提出：“要将预防腐败现象寓于各项重要政策和措施之中。”“出台重大的改革措施，制订法

律、法规和规章，都要将反腐倡廉作为有机组成部分考虑进去”；第四，发展了“依靠群众论”。依据邓小平“要有群众监督制

度”的廉政建设思想，江泽民还提出要“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与参与，

坚决遏制腐败。”他指出，要将深入群众、依靠群众发现和揭露腐败现象的问题，作为深入开展反腐倡廉工作的重大课题来研究；

第五，提出了“从源头上防腐”的重要思想。江泽民在坚持邓小平“依靠法制治腐”的同时，强调“要依靠发展民主、健全法制来

预防和治理腐败。”同时他还指出：针对腐败多发和易发的部位和环节，要充分运用各种手段和方式，形成各部门一起动手，协调

行动，全方位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局面；第六，在倡导“领导表率论”的同时，进一步提出领导干部要重视个人道德修养。

江泽民认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讲求道德修养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环节。“我们党的一大长处和优势，就是把树立马克思主义

世界观、人生观同坚持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结合起来，讲求共产党员个人的思想品德修养。” 

  江泽民在我国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一系列关于反腐倡廉的重要思想，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理论

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历史时期的新要求，进一步推进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实践

与理论建设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着力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主题，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历史新时期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廉政建设思想上，努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力倡导社会主义

荣辱观，特别是提出了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基本理念，将我们党的廉政建设理念从政治自觉推进到思想道德与文化自觉的阶段。以

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全面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中，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实事求是，不仅扎扎实实推进反腐倡廉的实践建设，



而且更加注重反腐倡廉的理论建设，在继承和创新我党廉政理论建设方面作出了新贡献： 

  第一，确立了“反腐倡廉战略方针”新表述。十六大党中央对十五大提出的“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逐步加大治本的力

度”的反腐倡廉方针，进一步表述为“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十六字方针。十七大进一步强调要“更加

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第二，明确了“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新要求。十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

会都提出了“抓紧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要求。在此基础

上，党中央又颁布了《关于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明确了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

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内容和工作目标；第三，阐释了“用改革的办法解决腐败问题”的新含意。对于新形势下的反腐倡廉，

胡锦涛提出了要用改革统揽预防腐败各项工作的重要思想，并强调要通过深入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来推进和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体制与机制创新；第四，

确立了“反腐倡廉建设”的新概念。十七大报告中将以往的“反腐倡廉工作”的说法改为“反腐倡廉建设”，是对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斗争事业的新定位。为反腐倡廉工作制度化、经常化奠定了理论基础，为进一步理顺反腐倡廉工作思路，探索反腐倡廉工作

方式、方法和措施指明了方向；第五，强调了“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位置”的新要求。十七大强调要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

更加突出的位置，对党的廉政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进一步提升了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程度，突出了反腐倡廉建设与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党的建设之间的关系。也表明了我们党在新形势下要进一步强化反腐倡廉的决心和措施；第

六，树立了“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新观念。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上的一个重要创新，也是一个崭新的重大课题；第七，丰富了“依靠制度反腐败”的新思路。依靠制度反腐败是邓小平廉政思

想的一个基本内容。对此，十六大提出“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十七大则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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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抽象的权力制约诉求到“决策权、执行权、监督

权”之间的相互制约，在依靠制度反腐败问题的认识和实践上都有了一个重大飞跃。 

  纵观新中国６０年我们党反腐倡廉的实践和理论建设，我们党从依靠开展政治运动清除腐败转变为主要通过加强制度建设反腐

倡廉，开创了一条靠教育、靠民主、靠监督、靠法制、靠廉政文化建设促进心灵感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建设的道路。 

  （作者为市委党校党委书记、常务副校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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