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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 月 18 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印发《中国共产党

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的通知中指出: “要严格

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切实做到预防为先、关口

前移”。

反腐倡廉的现实也一再表明，对党员领导干部来说，

谁不预防谁腐败。分析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为什么蜕化为

腐败分子，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预防腐败意识。

另外，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不法分子也在想方设法拉拢、诱

惑党员领导干部搞腐败，甚至设坑谋害党员领导干部使其

在不知不觉中堕落为腐败分子。所以，预防腐败、保护干

部越来越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

预防腐败，口号好提，要求好讲，具体到工作中，如何

从教育、保护、挽救党员领导干部抓起，使其不愿“冒险”、

不敢“伸手”、不能“投机”、不会腐败; 每名党员干部如何

从爱护、保护、珍惜自己做起，牢固树立预防腐败意识，时

刻做到廉洁从政、廉洁从业，却是需要深入研究、探讨的一

个重要课题。

我们不是专门研究者，我们纯粹是从情感出发，把从

事预防腐败工作的资料、点滴体会，收集、记录下来，心想，

哪怕其中一招能为读者所用，达到预防腐败的目的，

心———便安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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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编写过程中，陕西省纪委、省监察厅有关领导

和室主任非常重视并大力支持，尤其是陕西省新闻出版局

局长薛保勤，榆林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周树红，西安交通

大学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教授李景平，陕西省国税局纪检

组副组长、监察室主任王建业，陕西省委巡视组正处长级

巡视员王红里，榆林市纪委党风室主任马庆安等领导和专

家学者通览书稿，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在此，对各位领导和

专家学者的关心、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还参考借鉴了有关领导的讲话、

文章，参考借鉴了一些专家学者、报刊网络的论述、报道，

在此，对有关领导、专家学者、报刊网络的作者同样表示衷

心的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书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

请各方人士批评指正。

作 者

2010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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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招 认清危害 ( 1)……………………………………………………………………

腐败，已成为一个极其普遍的词汇，无论在口头上还是书面上，到处都能听到、看

到腐败一词; 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学术界，无论是政界还是民间，人们普遍关注腐败问

题。因为腐败给我们党、国家、家庭乃至每个人都带来极大的危害。

第 2 招 加强教育 ( 39)…………………………………………………………………

教育是有效预防腐败的基本前提。对于反腐倡廉建设来说，既要进行面向全党全

社会的全方位廉政教育，又要进行面向领导干部的廉洁从政教育和廉洁自律教育。

古今中外的理论和实践也反复证明，廉洁是社会和谐的源泉，是社会文明的象征。

从这个意义上讲，廉洁教育是拒腐防变的第一道防线，是我们全社会、全体公民的共同

责任。

第 3 招 健全制度 ( 58)…………………………………………………………………

制度建设是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根本之道。邓小平同志二十多年前就提出告诫: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

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不好可以使

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

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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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招 党务公开 ( 71)…………………………………………………………………

推进党务公开，是党内制度的一项重大创新，是新形势下改进和完善党的领导方

式和执政方式、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是推进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健全

党内监督制约机制、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必然要求。

第 5 招 电子政务 ( 85)…………………………………………………………………

电子政务是指政府机构在其管理和服务职能中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政府组织

结构和工作流程的重组优化，超越时间、空间和部门分隔的制约，建成一个精简、高效、

廉洁、公平的政府运作模式。

第 6 招 财产申报 ( 92)…………………………………………………………………

通过财产申报制度来遏制腐败，是一项已被证明为有效规范政府官员行为的世界

性的基本制度和国际惯例。

实行财产申报制度，既是加强领导干部监督的一种必要手段，又是维护干部形象

的重要措施，被誉为“阳光法案”。

第 7 招 金融实名 ( 117)…………………………………………………………………

金融实名制是指任何单位和个人在任何金融机构开设任何账户都必须采用真实

姓名，金融机构必须审查开户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在确认其真实身份后才能开户，所有

的金融交易必须使用真实姓名并记录在案，具有很强的预防腐败效应。

第 8 招 述职述廉 ( 121)…………………………………………………………………

实行述职述廉制度，是加强党内监督、防治腐败的重要举措，旨在增强领导干部的

廉洁自律意识和拒腐防变能力，做到警钟长鸣，防患未然。

第 9 招 监督权力 ( 131)…………………………………………………………………

保证权力正确行使，防止以权谋私、滋生腐败，要靠建立健全制约有效的权力监督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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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这是我们对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规律性认识的深化，也是从源头上治理腐败

的客观需要。

第 10 招 党内民主 ( 140)………………………………………………………………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集中统一是党的力量保证。党内民主建设应以保障党员基

本权利为根本，以加强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为基础，要逐步建立健全具有可操作性的具

体制度，认真落实和保障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

和党内选举制度，是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重大举措和关键环节; 通过建立并不断完善

各项具体制度，确保党内民主决策。

第 11 招 严格问责 ( 148)………………………………………………………………

2009 年 5 月 2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

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党政领

导干部问责工作走向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重要里程碑。

第 12 招 端正党风 ( 153)………………………………………………………………

党风是党的形象的外在表现，是同广大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精神纽带。执政党的

党风，关系到党的盛衰存亡。发展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克服脱离群众的种种腐

败现象，增强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凝聚力、吸引力、号召力，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

问题，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

第 13 招 深化改革 ( 160)………………………………………………………………

我国现阶段腐败问题的易发多发，与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密切相关。旧的体制打破了，新的体制又不完善，就容易产生腐

败问题。因此，注重预防，就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坚持以改革统领预防腐败的各项工

作，努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 14 招 离岗考察 ( 167)………………………………………………………………

如何切实把好干部选任工作中的考察关，不断改进考察方法，防止考察失真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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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前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个现实课题。为把干部选准用好，江西省赣州市在
2004 年 3 月创立领导干部离岗考察制度，有效地防止了干部“带病提拔”问题。

第 15 招 公推直选 ( 177)………………………………………………………………

公推直选是近 10 年来党的建设中具有标志性的创新成果之一，也是基层党内民

主建设中一种新的选举民主模式。

第 16 招 人民听证 ( 184)………………………………………………………………

人民听证是一种对政府进行监督的新形式，有助于增强法律监督、民主监督的实

效性。

第 17 招 纠风治乱 ( 189)………………………………………………………………

《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2008—2012 年工作规划》中一共有六项任务，纠

风是其中之一，可见纠风工作在反腐倡廉工作中的地位。纠风就是对一些国家机关和

公用事业部门凭借手中的权力以及工作、职务便利，背离党和国家的政策规定，违反服

务规范和职业道德，为本单位、小团体和个人谋取私利，损害社会和群众利益的行为进

行整治、纠正。

第 18 招 严肃惩处 ( 195)………………………………………………………………

严厉惩治腐败行为，查办违纪违法案件，是贯彻从严治党、从严治政方针的具体体

现，也是形成预防腐败态势的必然要求。只有惩处有力，才能预防有效，增强教育的说

服力、制度的约束力和监督的威慑力。

第 19 招 网络反腐 ( 200)………………………………………………………………

网络反腐，是互联网时代的一种群众监督新形式，借互联网人多力量大的特点，携

方便快捷、低成本、低风险的技术优势，更容易形成舆论热点，成为行政监督和司法监

督的有力补充。作为互联网在反腐败中的作用得到中国执政者认可的一个重要标志，

是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9 年出版发行的《中共党建辞典》收录了“网络反腐”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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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招 国际合作 ( 205)………………………………………………………………

2006 年 10 月 22 日至 26 日，首届国际反贪局联合会在北京成功举行。国家主席

胡锦涛强调，坚决惩治和积极预防腐败，是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

胡锦涛在大会致辞中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在反腐败领域同世界各国和有关国

际组织进行合作，主张各国应该在互相尊重主权的前提下开展互惠互利的国际合作，

在尊重各国国情的基础上加强反腐败务实合作。

第 21 招 坚持发展 ( 211)………………………………………………………………

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重大问题包括党风廉政建设问题的基础。没有发展，社会矛

盾和问题只能越来越突出，腐败现象也就会越来越严重。

坚持科学发展，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只有坚持科学发展，才

能使预防腐败的社会基础更加深厚。

第 22 招 坚定信念 ( 227)………………………………………………………………

河北贪官李真在自白中说:“人可以没有金钱，但不能没有信念，丧失信念，就要

毁灭一生。”

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要经受住各种考验，必须有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只有

这样，才能具有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在政治上始终保持清醒和坚定，才能在各种

纷繁复杂的情况下，做到明辨是非，甄别美丑，经受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

第 23 招 认真学习 ( 234)………………………………………………………………

在当今社会，任何人的思想都是公与私的矛盾体，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这种

转化源于是否学习、学习什么以及学习程度。学习先进文化，会使自己道德高尚、情趣

雅洁、心理健康、人格完善，筑起防腐拒变的思想防线。

第 24 招 牢记宗旨 ( 244)………………………………………………………………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同各

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

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全党同志一定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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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

第 25 招 注重修养 ( 253)………………………………………………………………

党员的党性修养与行为养成与预防腐败有根本的联系。能坚持党性原则的党员

并把党性原则渗透到生活和工作方方面面的党员，是绝对不会走向腐败的，如方志敏、

任长霞、牛玉儒等同志。而把党性丢置脑后的党员，其行为方式必然会与其所崇尚的

世界观和人生观一致，其必然会走向腐败，如刘青山、张子善、胡长清、陈良宇之流。

第 26 招 遵守纪律 ( 263)………………………………………………………………

严格遵守和自觉维护党的纪律是对党员的基本要求，也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

基本条件，一个党如果允许它的党员完全按个人意愿自由发表言论，自由行动，这个党

当然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就不可能有坚强的团结，也就不可能有战斗力，这个党就

会走向腐败，直至灭亡。

第 27 招 按章办事 ( 272)………………………………………………………………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是人们比较熟悉的一句贤文。原意是说如果没有规和矩，

就无法制作出方形和圆形的物品，后来引申为行为举止的标准和规则。这句贤文旨在

教育人们，做人要遵纪守法，按章办事。

第 28 招 开展批评 ( 277)………………………………………………………………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作风，是我们党坚持真理，纠正错误，发扬民主，反腐

倡廉的有力武器。

批评与自我批评可以使教育内化，有助于筑牢党员干部反腐倡廉的思想堤坝; 批

评与自我批评可以使监督强化，有助于党员干部在落实党的廉洁自律要求中的行为规

范;批评与自我批评可以推进制度落实，有助于发挥制度在反腐倡廉中的保证效能。

第 29 招 联系群众 ( 284)………………………………………………………………

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是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是实现党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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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问题，说到底是一个脱离群众、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损害广大人民群众利益

的问题。只要党内存在腐败现象，党和群众的关系就会遭到破坏和削弱。

第 30 招 改进作风 ( 290)………………………………………………………………

作风好坏至关重要，因为作风是一个政党的性质、宗旨、纲领、路线的重要体现。

作风是指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行为。不同的党派、不同的群

体、不同的组织、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作风。

第 31 招 艰苦奋斗 ( 304)………………………………………………………………

艰苦奋斗是与腐败对立的。这种对立是无产阶级人生观与资产阶级人生观的对

立。其实质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个人谋取私利。导致腐败的原因很多，忘记了艰苦

奋斗精神则是其中重要的因素。

第 32 招 求真务实 ( 310)………………………………………………………………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强调，在全党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把求真务实贯彻到治党治国

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真正做到真抓实干、开拓创新”。

第 33 招 廉洁自律 ( 316)………………………………………………………………

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是反腐败工作任务之首，是固本强基之策，发挥着引领示

范作用。

党员干部能否做到严格自律，廉洁从政，直接关系到事业的兴衰和人心的向背。

“做官先做人，干事先干净”，在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的历史条件下，每一个党员

干部都要以此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当好严格自律，廉洁从岗的带头人。

第 34 招 塑造人格 ( 335)………………………………………………………………

人格，一个永恒的主题。人格是构成人的综合素质的重要方面。每个人的人格都

存在差异，有高尚的，也有低劣的。当今世界人们在崇尚真理、崇尚科学的同时，也同

样崇尚高尚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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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5 招 言行一致 ( 341)………………………………………………………………

从近年来发生的领导干部腐败案件看，都与言行不一有很深的渊源。倘若此风得

不到有效遏制，势必破坏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

弘扬言行一致的优良作风，防治言行不一的不良风气，是反腐倡廉的实际举措，也

是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一个严肃的政治课题。

第 36 招 接受监督 ( 346)………………………………………………………………

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因为你手中的权力是人们给的。一些领导干部走上违

纪违法之路，固然有其自身思想水平、品德修养等方面的问题，但缺乏有效的监督也是

重要原因。这些年查处的一些腐败分子，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自觉接受监督，甚至

想方设法逃避监督，最终走向违法犯罪的深渊。

第 37 招 慎重用权 ( 350)………………………………………………………………

慎重使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应成为每个党员干部的信条。党的优秀干部郑培民对

此有深刻的认识。他说:“权力是把‘双刃剑’，要警惕权力本身对掌权者的腐蚀。它

能使人高尚，也能使人堕落; 能成就一个人，也能毁掉一个人。”

第 38 招 克服官僚 ( 357)………………………………………………………………

当今人们说不正之风或腐败现象，常会提起“贪污腐败”“虚假政绩”“官商勾结”

“铺张浪费”等，而对“官僚主义”一词却很少使用，甚而没人提起。殊不知官僚主义不

仅是坏东西，而且与上述种种不良现象或丑恶行为都是“近亲”。

第 39 招 严守官德 ( 360)………………………………………………………………

“官德”就是从政的道德，包括思想、品德、作风等，是为官当政者从政德行的综合

反映，是为官掌权者的基本素质之一。如果官德缺失就会在思想上、作风上都导致官

德的腐败。这种腐败和单纯的经济腐败相比，具有更大的危害，它不仅导致国家和民

众的经济利益受损，而且会从组织上、声誉上败坏整个干部队伍的形象，并可能由此衍

生更多的不良现象。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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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0 招 莫贪金钱 ( 367)………………………………………………………………

金钱，可以使穷人变成富人，也可以使人变成鬼。自古以来没有几个做官的死于
饥寒，但死于敛财的不乏其人。腐败分子的“覆灭”，无不因“金钱”所累。

钱财乃身外之物，家有黄金数吨，吃饭不过三顿; 人不能把金钱带进坟墓，但金钱
却能把人送入坟墓。

第 41 招 拒收红包 ( 373)………………………………………………………………

“红包”现象是近年来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社会热点问题之一。尤其是国家公
务人员收送“红包”已经不是一种简单的行业不正之风问题，而是新的历史时期一种
新的腐败现象 ，并且已成为一种最普遍、最危险、最顽固的腐败现象。这一现象屡禁
不止，为害甚烈。

第 42 招 谨慎交友 ( 381)………………………………………………………………

朋友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很重要，可是交不同的朋友将对我们的人生产生不一样
的影响，特别是党员干部在交友的问题上更应该谨慎。“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
贤否，不可不慎也。”这些年来，不少位高权重者身败名裂，原因虽说复杂，但其生活圈
子过乱、社交圈过杂，交友不慎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原因。许多腐败分子在忏悔时大
发感慨:“我就是因为交友不慎才落得如此下场!”

第 43 招 拒绝赌博 ( 387)………………………………………………………………

赌博，是一种拿财物作注比输赢的不良社会行为，是人人痛恨的丑恶现象。一般
人涉赌，可导致意志消沉、家破人亡;而为官者涉赌，不仅自毁前程，还会失去民心，败
坏党风政风，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

从已发现的干部“赌徒”的堕落轨迹看，赌博已成为行贿受贿的暗道、滋生腐败的
温床。赌博需要钱，赌输了更需要钱，为了钱，这些干部就可能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卖
官鬻爵……

第 44 招 节制欲望 ( 400)………………………………………………………………

正常、合理的欲望无可厚非。若贪欲过分，则会迷失心智，违背良心、道德、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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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不择手段、不顾后果，最终走向堕落和毁灭，成为人民之害、国家之祸。即如古人

所云:“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

第 45 招 淡泊名利 ( 406)………………………………………………………………

淡泊名利是人生的一种崇高境界，也是人生应有的态度。作为党员干部，应时刻

牢记自己的身份，把个人的得失放在党的事业中来思考，自觉摆脱名缰利锁的束缚，做

一名廉政勤政的人民公仆。

第 46 招 珍惜家庭 ( 412)………………………………………………………………

家庭是幸福的港湾和社会的细胞。家庭的和睦与稳定，关系着社会的和谐与安

定。纵观不少领导干部之所以发生腐败问题，常与“后院”起火有关。如山东省供销

社原党组书记矫智仁在法庭上忏悔:“我戴的手铐有我的一半，也有我妻子的一半。”

第 47 招 坚守底线 ( 429)………………………………………………………………

底线，是一个人行为的下限，由于人们所处的环境不同，底线也各有差异。但不外

乎“珍惜自己的前程和家庭”，这条最基本的底线。说白了，底线就是知耻之心。没有

知耻之心的人，迟早都会出事的，将会成为人民的罪人。

第 48 招 莫忘清贫 ( 434)………………………………………………………………

革命先辈用他们的实践告诉我们:“清贫”是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没有清

贫的作风，我们的革命队伍就不能胜利; 没有清贫的作风，我们的革命队伍就会瓦解;

没有清贫的作风，我们的干部就会变成腐败分子。

第 49 招 限制自己 ( 444)………………………………………………………………

会限制自己的人，是把福祸相生哲学诠释得最为精彩的人，是最会发展自己高尚

品格、美好前途的人，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些什么、什么时候该舍弃些什么，以

便心无旁骛地朝着既定的目标努力，进而达到人生理想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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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0 招 管住小节 ( 448)………………………………………………………………

古人云:“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小节并非小事，把握不住小节，就

会因小失大，积少成多，甚至由量变发展到质变，在政治上迷失方向，在生活上腐化

堕落。

第 51 招 控制嗜好 ( 459)………………………………………………………………

嗜好，已成为一些领导干部走向腐败的陷阱，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残酷的现

实。“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我们广大党员干部人人都讲党性，远离各色的“兴趣

爱好”，使那些投人所好的势利小人，找不到可以寻隙的条件和机会，那么，党风廉政

建设就会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

第 52 招 顶住诱惑 ( 464)………………………………………………………………

人生面临着许多诱惑，如果我们不能自律，在诱惑面前管不住自己，追求名利贪图

安逸，迷恋“灯红酒绿”，我们就会一步一步走向深渊。

第 53 招 诚实守信 ( 468)………………………………………………………………

诚实守信是亘古不变的自律准则，从真实的自我面对生活，既是一种释然，也是对

自己、对别人、对社会负责。在今天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竞争年代，国家以诚信为本，

才能兴国; 个人以诚实守信，才能在社会上挣得立足之地。

第 54 招 注重名节 ( 472)………………………………………………………………

“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于谦把名誉节操看得比泰山重，把财利私欲看得比

鸿毛轻，这在今天仍有现实的教育意义。

第 55 招 远离色情 ( 476)………………………………………………………………

红粉佳人体态妍，相逢莫认是良缘，试观多少贪花辈，毁掉功名臭万年。

那些贪婪之徒一旦拥有了权力，就迫不及待地捞财捞色，在他们的思想意识中，财

色才是为官之本。于是便一个一个争先恐后地效仿，于是也就一个一个地为情欲拜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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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榴裙下，演绎出一幕幕人生毁灭的丑剧。

第 56 招 干净收藏 ( 488)………………………………………………………………

作一个收藏家很不容易，需要文化品位、历史知识、鉴赏技巧，以及殷实家底、吃苦

耐劳等必备条件。收藏家不仅自己得益，对社会也颇有贡献。然而，时下有些贪官也

将目光转向了收藏，将巨额赃款转化为价值连城的藏品。

第 57 招 不搞小圈子 ( 495)……………………………………………………………

在参与串案、窝案的腐败分子中，有一种较普遍的“圈子”集体安全心理，正是这

种“圈子”集体安全心理使得一些领导干部对中央的反腐败决心置若罔闻，顶风作案。

也正是在这种“圈子”集体安全心理的作用下，违法利益团体和一些掌握公共权力的

领导干部结成一张张权钱交易的“网”，互相利用，互相勾结，互相“护”，导致腐败问题

不断发生。

第 58 招 不设小金库 ( 501)……………………………………………………………

“小金库”是指侵占、截留国家和单位收入，未在本单位财务会计部门列收列支，

而进行私存私放的各种资金。

“小金库”已成为党风和社会风气的腐蚀剂，干部被腐蚀的“诱发源”，败坏党的形

象的“黑洞”。

第 59 招 破除潜规则 ( 510)……………………………………………………………

一段时间以来，潜规则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议论。潜规则的存在，销蚀法规制

度，毒化人们灵魂，败坏社会风气，滋生贪腐行为，后果十分严重，已经成为一种公害。

加强反腐倡廉建设，进一步改善党风政风，推动社会风气好转，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大

家都要自觉抵制潜规则，努力破除潜规则。

第 60 招 落实责任制 ( 517)……………………………………………………………

责任制，即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是指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班子、领导干部抓党风

廉政建设的一种责、权、利相结合的管理制度。这项制度落实得好与否，直接关系到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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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廉政建设的成功与失败。

附录 ( 528)…………………………………………………………………………………

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 ( 528)………………………………

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 ( 532)………………………………………



书书书

1

腐败，已成为一个极其普遍的词汇，无论在口头上还是书面上，到处都能听到、看

到腐败一词;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学术界，无论是政界还是民间，人们普遍关注腐败问

题。因为腐败给我们党、国家、家庭乃至每个人都带来极大的危害。

腐败，作为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它的历史与文明史一样悠久，不同时期有不同的

腐败现象。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腐败，无论是政治生活中还是

经济生活中，许多问题往往与腐败相关，腐败已成为影响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顽症。

一

腐败的类型多种多样，它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政府的各个部门，所以其表现也

就各不相同。

1． 经济腐败

我国经济领域里的腐败现象，集中体现在金钱与权力的交换与权力的私用方面。

诸如，贪污、受贿、挪用公款、走私、制假、乱集资、乱摊派、乱收费等。近年来这方面有

些新变化，主要表现有以下五种:

一是“权钱交易”的领域越来越广。20 世纪 80 年代，腐败主要发生在掌管传统经

济资源分配权力的部门。进入 90 年代，腐败延伸到新的经济领域，如金融、证券、建

筑、房地产、公有制企业改制、城市拆迁、农村圈地等领域，并且有向就业、教育、医疗等

社会领域渗透的趋势。2003 年，中央纪委研究室委托地方纪委和有关统计部门，在北

京、黑龙江、河北、江苏、江西、湖北、广西、广东、四川、新疆 10 个省、区、市进行了一次

大规模问卷调查，结果发现 38. 54%的受访者认为建设工程领域这一问题“比较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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