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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无产阶级先进政党,
反腐败从建党那天起就是应有之义, 就始终是党建的一个重要内容, 而

其中对于干部的廉政教育更是摆在党的建设的重要位置。 毛泽东、 邓小

平、 江泽民和胡锦涛等对此都反复强调。 毛泽东就曾指出, “政治路线确

定之后, 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把对干部的廉政教育视为重中之重, 认

为 “治国就是治吏, 礼义廉耻, 国之四维; 四维不张, 国将不国”。 邓小

平则强调, “整个改革开放过程都要反对腐败, 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
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 江泽民根据新时期反腐倡廉的新情况, 提出

要从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看待反腐败斗争, 要加强对党员干

部的廉洁从政教育, “要从思想上筑牢反腐倡廉、 拒腐防变的堤防”。 胡

锦涛也强调 “领导干部作风问题, 说到底是党性问题”, 要求领导干部努

力提高 “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 中国共产党不仅如是说, 也在实践

中如是做, 从民主革命时期的谢步升、 黄克功, 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刘

青山、 张子善, 到改革开放时期的成克杰、 陈良宇, 尽管他们曾为党和

人民的事业作出过贡献, 有的还位居高位, 但一旦陷入腐败深渊, 就必

将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 因为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 决定了党和

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
在对干部廉政教育中, 高校干部的廉政教育是一个重要方面, 因为

高校是教书育人的殿堂。 高校贪污腐败, 损失的不仅仅是钱, 更重要的

是对千万学生道德观的不利影响, 这关系到国家的未来。 而风清气正的

高校育人环境, 则是对学生思想、 心灵的一种净化, 是对学生行为规范

的引导和示范。 为此, 中共中央纪委、 教育部、 监察部在 2008 年联合下

发的 《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 中提出, 要 “加强对领

导干部的反腐倡廉教育。 高校党委要把反腐倡廉教育纳入学校党委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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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总体部署, 深入开展理想信念、 廉洁从政、 党的作风和纪律教育,
筑牢思想道德和党纪国法两道防线”。 教育部也在 2008 年下发的 《贯彻

落实 〈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2008 - 2012 年工作规划〉 实施办

法》 中提出, 要 “坚持以领导干部为重点、 以规范和制约权力为核心、
以容易发生腐败问题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为抓手, 立足当前, 着眼长

远, 增强惩防体系建设的科学性、 系统性、 前瞻性”。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

也明确表示: “加强反腐倡廉建设重点在领导干部, 责任也在领导干部,
必须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教育、 管理和监督。”

2012 年将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党的十八大召

开前夕, 由四川师范大学 “廉政文化建设研究” 课题组编写的这本高校

干部廉政教育读本, 阐述了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 胡锦涛的反腐倡

廉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倡廉实践, 列举了几十位党内外的廉洁典范,
涵盖了中国共产党 90 年历史的各个时期, 全方位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反

腐倡廉的理论和实践, 具有其理论和实际的学习、 借鉴意义, 是高校从

事廉政文化教育和研究工作者向党的十八大献上的一份礼物。
反腐倡廉建设关乎党能否始终保持先进性纯洁性、 国家能否长治久

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能否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尤其是关系到人心

向背, 是一个需要不断加以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尽管这本书尚有进一

步深化改进之处, 但它的出版无疑为四川省高校开展干部廉政教育提供

了一本值得一读的教科书, 同时也值得其他行业的领导干部一读。 希望

广大干部能从中领悟出为官做人的真正道理, 自觉鄙弃庸俗, 追求崇高,
走出 “小我”, 成就 “大我”, 如毛泽东在 《纪念白求恩》 一文中号召全

党的那样, “做一个高尚的人, 一个纯粹的人, 一个有道德的人, 一个脱

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中共四川省委教育工委书记

201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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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中, 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的基

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 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 毛泽东思想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这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经验总结, 也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

晶。 两大理论成果涉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政治、 经济、 军事、 文化、 社会等各个方面, 廉政建设

就是其中耀眼的篇章。
在中国共产党的廉政理论体系中, 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反腐倡廉思想最具有

代表性。 从对他们反腐倡廉思想和实践的研究中, 我们既能感受到中国共产党践行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这一党的宗旨的坚定性, 也能感受到除了代表人民的利益而绝不追求一党私利的先进性所

在, 还能感受到有贪必肃、 有腐必惩的决心。 在他们的反腐倡廉思想和实践中, 体现出了中国共

产党廉政建设思想理论的前瞻性、 科学性、 求实性、 针对性、 艺术性, 也展现出了一幅中国共产

党持之以恒的反腐倡廉斗争实践的历史画卷。
历史在不断发展, 时代在不断进步, 任何理论都不可能始终停留在一个高度上, 而必须有所

发展、 有所创新才能有所作为。 如毛泽东所言: “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 有所发现, 有所发

明, 有所创造, 有所前进。 停止的论点, 悲观的论点, 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 都是错误

的。” 强调理论的创新性并非否认前人的思想成果, 因为今天是从昨天走来, 历史不可能隔断。
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和胡锦涛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 所处的时代环境、 国情党情都有所差

异, 反腐倡廉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各有不同, 故在他们的反腐倡廉思想中都既体现出了代代相

传、 一脉相承的共性思考, 又体现出了明显的各具特色的个性特征, 也即是一种与时俱进的理论

创新品质。 正是这种继承、 发展的理论创新品质, 才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在任何历史时期都能准确

判断形势把握时局, 保证从理论到实践的一贯性, 从而取得反腐败斗争的实效和成果, 同时也推

进了理论的持续向前发展。
在今天, 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反腐败的严峻形势, 反腐败也成为我国近年来最引人注目的社会

热点问题。 学习、 总结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 胡锦涛的反腐倡廉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

争的历史, 无疑具有现实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因为反腐败斗争需要正确理论的指导, 也需要对历

史实践的借鉴。 唯其如此, 才能使反腐倡廉的理论有新的创建, 实践有新的成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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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篇
四维不张, 国之不国———与时俱进的反腐倡廉思想 　　　　　

列宁说: “没有革命的理论, 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中国共产党在

反腐倡廉的实践中形成了廉政建设的理论, 使党的廉政建设能在科学理

论的指导下有效进行并取得成果。
单就反腐倡廉的思想而言, 在我国早已有之。 孔子所言 “临官莫如

平, 临则莫如廉” 或许可算是中国最早的廉政警句, 《吕氏春秋》 中 “临
大利而不易其义, 可谓廉矣” 亦可算是对 “廉” 的最早释义。 其实不仅

在中国的先贤志士头脑中产生了反腐倡廉的思想, 就是在民间也有廉洁

的警示之言, “宁可没钱, 不可伤廉”、 “鱼为诱饵吞钩, 鸟为秕谷落网”
就是民间廉洁思想的代表性体现。 虽然这些思想并未形成体系, 但在悠

久历史岁月的沉淀汇集下, 我们今天也能从诞生于历朝历代的点滴廉洁

思想中看出中国古代廉洁理论的清晰轮廓: 既有廉政强国的执政要义,
也有奢腐毁家的持家格言, 还有廉以立身的做人准则。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与腐败势不两立, 在长期的反腐败斗争

中逐渐形成了讲廉政之道、 思贪腐之害、 修为政之德、 怀律己之心、 立

反腐之法、 扬惩腐之剑的廉政建设理论。 这是对东西方优秀反腐思想理

论的继承和借鉴, 也是对现有反腐理论思想的发展和创新。
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 胡锦涛是中国共产党四代领导集体的代

表, 在推动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理论发展的过程中也形成了各自的廉政

思想。 但纵观他们的廉政思想, 也不难看出共有的两大特征:
1. 都注重将历史与现实、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体现出理论上和实践

中的同根同源、 一脉相承;
2. 在内容上虽然有异, 但也有共性之处, 主要是在高度重视反腐、

强化思想教育、 加强法制建设、 强调干部自律、 依法严惩腐败等方面具

有一致性, 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理论的统一性和系统性。
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廉政建设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廉

政建设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习他们的廉政思想, 既可重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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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产党的廉政建设历史, 也可对今天的廉政建设提供启迪。 而要达此

目的, 唯所需者, 就是联系实际, 因为 “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 只是把

它空谈一阵, 束之高阁, 并不实行, 那末, 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

的”。

一、 毛泽东的反腐倡廉思想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中, 党的建设的

理论与实践是最为突出的部分之一, 而其中树廉洁之风、 反贪腐之气又

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 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建者和杰出代表, 反

腐倡廉也是毛泽东历来的主张和实践。 纵观毛泽东的反腐倡廉思想, 表

现出了以下六个方面的特点:

1. 高度重视, 常抓不懈

在毛泽东看来, 反腐倡廉是一个政党保持战斗力、 一个执政党巩固

政权的根本, 对于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共产党而言, 保持党

的先进性的重要举措也是始终不渝地坚持反腐倡廉, 让反腐倡廉的警钟

长鸣, 让全党随时提高拒腐防变的警惕性。 这一思想, 体现于毛泽东一

生的各个历史时期。 还在毛泽东的青年时期, 他即明确指出: “中国不仅

必须发展现代工业, 而且必须建立一种新型的、 ‘廉洁’ 的政府机构。”①

在大革命时期, 他针对农民运动是 “好得很” 还是 “糟得很” 的争论,
一方面为农民运动大声叫好, 同时也指出只有农民动员起来了, 才能建

立真正的廉洁政府: “在土豪劣绅霸占权力的县, 无论什么人去做事, 几

乎都是贪官污吏。 在农民已经起来的县, 无论什么人去, 都是廉洁政

府。”② 大革命失败后, 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在对革命新道路的艰苦探索

中也仍然不忘告诫党应坚决杜绝腐败。 1928 年 4 月 3 日, 毛泽东率秋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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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克莱尔·霍林沃思: 《毛泽东和他的分歧者》,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4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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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 1964 年 4 月翻印版, 第 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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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失败的队伍向井冈山转移途中, 他把过去宣布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统一为: 行动听指挥, 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 打土豪要归公; 上门板,
捆铺草, 说话和气, 买卖公平, 借东西要还, 损坏东西要赔。 既奠定了

红军革命纪律的基础, 也奠定了党和红军早期的廉洁制度。 1928 年毛泽

东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 对存在于各级工农兵政府中的 “遇事贪图便利,
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 “对经费的滥用和贪污”① 等现象提出了严厉的

批评, 要求引起重视和加以纠正。 1929 年, 他在为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

表大会 (古田会议) 写的决议中也批评了 “总是希望队伍开到大城市

去”, “要到大城市不是为了去工作, 而是为了去享受”, “最不乐意的是

在生活艰苦的红色区域里工作”② 的个人主义思想。 在毛泽东的引导下,
大会作出的决议即 《古田会议决议》 中就明确提出以后发展党员的五个

条件: 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 (包括阶级觉悟); 忠实; 有牺牲精神, 能积

极工作; 没有发洋财的观念; 不吃鸦片, 不赌博。 在井冈山创建革命根

据地时, 他又亲自制定了 《井冈山反腐败训令》, 以引起党和红军对滋生

腐败的警惕。 1931 年 10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建立后, 毛泽

东作为临时中央政府的主席, 更是重视政府的清廉。 他根据国民党政府

中官员侵吞国家财产以中饱私囊、 耗费国家资金以满足私欲, 致使腐败

严重、 民怨沸腾的教训, 在各级苏维埃政府中注重廉政建设, 将反腐作

为日常的议事日程, 并建立了一系列的监督机构, 查处了多起贪腐案件、
惩处了贪腐分子。 1932 年被处决的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苏步升

就是中国共产党反腐第一案, 1933 年, 毛泽东签署了 《关于惩治贪污浪

费行为》 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 26 号训令, 对贪污者由纪律处分改为按法

律程序处置。 1934 年 1 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
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强调 “财政的支出, 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
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反对贪污和

浪费的斗争, 过去有了些成绩, 以后还应用力。 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

争和革命事业, 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 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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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井冈山的斗争》, 《毛泽东选集》 (合订本),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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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月版, 第 34 页。



对于国家收入的使用方法, 应该和国民党的方法有严格的区别。” 他态度

坚决地指出: “必须反对贪污浪费现象, 因为这种想象, 不但是苏维埃财

政经济的损失, 并且足以腐化苏维埃工作人员。”① 正是在毛泽东的强力

告诫和中共中央的严肃整治下, 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共和国与国民党的

南京政府形成鲜明的对照, 以风清气正的党风和政风为广大人民所称道。
这从当时在苏区十分流行的一首民歌 《苏区干部好作风》 的歌词中就可

看出:

苏区干部好作风, 自带干粮去办公,
日穿草鞋干革命, 夜打灯笼访贫农。
苏区干部好作风, 真心实意为群众,
柴米油盐都想到, 问寒问暖情义重。
苏区干部好作风, 毛委员亲手培养成,
领导群众闹革命, 艰苦奋斗人称颂。

进入抗日战争后, 面对强大的日本侵略者, 中国人民开始了艰苦的

反侵略战争。 1937 年 8 月, 中国共产党召开了洛川会议, 制定了 《抗日

救国十大纲领》, 明确提出了建立廉洁政府的主张。 1938 年 10 月, 在中

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进入相持这一历史性的转变即将到来的前夕, 中

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所做的

报告 《论新阶段》 中, 不仅第一次提出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命题,
而且也再次强调了廉政问题, 要求共产党员应做廉洁的模范。 他提出:
“共产党员应在民族战争中表现其高度的积极性; 而这种积极性, 应使之

具体地表现于各方面, 即应在各方面起到其先锋的模范作用。” 对于模范

作用, 毛泽东作出了具体的要求: “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 应该是十分

廉洁、 不用私人、 多做工作、 少取报酬的模范。 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
应该是民众的朋友, 而不是民众的上司, 是诲人不倦的教师, 而不是官

僚主义的政客。 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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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 因此, 自私自利、 消

极怠工、 贪污腐化、 风头主义等等, 是最可鄙的; 而大公无私, 积极努

力, 克己奉公, 埋头苦干的精神, 才是可尊敬的。”① 为保证党的廉洁,
他亲自主持制定了 《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 在 《坚决清除贪污

腐化分子》 的通知中明确指出: “一个革命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内, 必

定会使他们的党腐化……应该坚决地清洗这些不良分子, 和这些不良倾

向斗争。” 在抗战胜利前夕,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又对比国统区

和解放区的特点: “利用抗战发国难财, 官吏即商人, 贪污成风, 廉耻扫

地, 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 艰苦奋斗, 以身作则, 工作之外, 还

要生产, 奖励廉洁, 禁绝贪污, 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 提出解放

区的任务是 “在推进解放区的各项工作时, 必须十分爱惜当地的人力物

力, 任何地方都要作长远打算, 避免滥用和浪费。 这不但是为着打败日

本侵略者, 而且是为着建设新中国”②。
抗战胜利后, 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 在美国 “扶蒋反共” 政

策的支持下, 悍然发动内战。 在粉碎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后,
毛泽东在 1947 年 10 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政治宣言中明确提

出, 要 “废除蒋介石统治的腐败制度, 肃清贪官污吏, 建立廉洁政治”③。
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 革命成功指日可待时, 他又针对党内出现的骄傲

情绪向全党提出告诫: “因为胜利, 党内的骄傲情绪, 以功臣自居的情

绪, 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 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 可

能生长。 因为胜利, 人民感谢我们, 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 敌人的武

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 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 资产阶级捧场则可能征服

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 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 他们是不曾被拿

枪的敌人征服过, 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 但是经不起人

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 他们在糖弹面前还要打败仗。 我们必须预

防这种情况。” 他为此向全党提出了 “两个务必” 的要求: “务必使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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