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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杨敏之

    江泽民同志在1990年3月考察湖南期间,多次谈到廉政

建设问题。他说,现在群众对我们干部队伍的廉政建设呼声

很高,原因是我们有些干部不廉洁,甚至欺压群众,腐化堕

落,群众不满是完全正当的。我们是执政党,干部廉洁不廉

洁,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江泽民同志的讲话充分

表明:以他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是体察民情,了解民

意,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息息相通的;惩治腐败,建设廉

政才能合乎党心,顺乎民意;应该站在党的生死存亡、国家

的兴衰成败这个高度来认识加强廉政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与紧

迫性。江泽民同志的讲话,对于我们抓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

    我们党是执政党,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因

此,我们必须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冷静体察群众情绪。改

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家发生了巨大

变化。广大人民群众是改革开放政策的直接受惠者,因此,

对国家的成就、社会的发展打心底里承认。但是,在十三届

四中全会之前的一段时期里,由于我们放松了政治思想工

作,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由于封建主义残余思想

的腐蚀侵袭等等原因,使得腐败现象曾一度滋生蔓延,所以

引起群众的不满,甚至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怎么看待群众的

不满和批评呢?首先,应该认识到,群众不满是因为在客观

上我们的一些党员和干部确实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腐败行



为,群众的批评与不满并不是空穴来风;其次,我们应该看

到,除了那些寻找借口,企图打倒我们党的资产阶级自由化

分子之外,群众的不满甚至尖锐的批评,正是他们有爱国之

心,有爱党之心的表现,因为他们不愿意看到一个为人民彻

底解放和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伟大的党、一个很有前途

的伟大的国家、一个充满勃勃生机的改革开放事业因此蒙

垢。只有这样来认识问题,我们才会把群众的呼声当作我们

惩治腐败的动力。

    一个国家,腐败不除,无以立国;一个政府,贪污不

除,无以立本;一个政党,尤其是一个执政党,不能清除贪

污腐败,无以立信。惩治腐败,确实关系到国家兴衰,政局

稳定,党的生死存亡。同腐败进行坚决的斗争,是由我国社

会主义政权的性质决定的,是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的

一项庄严的任务。

    尤其应该引起注意的是,西方资产阶级为了对中国实施

“和平演变”的战略,加紧对中国进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

社会观、文化观、价值观的渗透,腐蚀我们党和社会的肌

体,从中诱发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瓦解人们的社会主义思

想,动摇人们的共产主义的政治信念,以达到他们改变中国

颜色的目的。因此,惩治腐败,建设廉政,是我们党修筑防

止“和平演变”钢铁长城的有效措施之一。

    我们党历来是坚决反对腐败、致力于廉政建设的,特别

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

集体,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抑制了腐败现象的滋生蔓

延,从而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信任。但是,惩治腐

败,非一日之功,任务还相当艰巨,我们必须继续努力。

    为了反对腐败,促进廉政建设,湖南省纪律检查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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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湖南省委党校、湖南省监察厅等单位的同志共同撰写了

《中外反腐败史鉴》一书。全书介绍、述评了古今中外一些

反腐败的斗争实例,总结了中外反腐败的历史经验教训,寻

求了反对腐败、建设廉政的规律和可行办法,进行了反对腐

败的理论探讨。全书内容翔实,史料丰富,述评和理论探讨

有启发性,并有一定的深度,为反腐倡廉提供了历史借

鉴。他们为廉政建设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我乐于向同志

们推荐这本书,也希望读者对本书提出宝贵意见,以期推动

廉政建设这一重大课题的深入研究与探讨。

1991年5月于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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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腐败,是不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与统治阶级伴生的

顽疾?是不是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不同政治体制所不可免

患的通病?是不是不可治愈的与人类共始终的绝症?

  似乎是。

  因为翻开古今中外历史,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取诸

流行的传闻,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私下的,贪污腐败之事,

比比皆是,充耳可闻。就中国古代来说,各级官吏,上至宰

相,下至未入流的小吏,一朝权在手,大多贪赃枉法,贿赂

公行,假公济私,搜括民财。手段之毒辣,程度之严重,实

在令人触目惊心。而且尽管朝代频繁更迭,此风却绵延不绝。

著名学者王亚南曾有言:中国一部二十四史,实是一部贪污

史。总结得何等精辟!就中国近代来说,中国衰败的封建政

治肌体,一经吸上外国侵略者贩运来的“鸦片”,便更趋萎

靡,传统的封建贪污腐败的病灶,加上资本主义病毒的侵

入,使中国官场腐朽得无以复加。且中外勾结,愈演愈烈。

古代仅买官鬻爵,近代则贿选总统;古代以侵田万顷,掠夺

资财30亿为巨贪,近代则攫取全国财产为“四大家族”所私

有,是亘古未见。就中国现代来说,尽管政治清明,但贪污

贿赂之事时有发生,天津枪毙刘青山、张子善的枪声,震惊

国人;  “三反”、“五反”揭露出来的事件,令人吃惊。改

革开放以来,大门、窗户洞开,在引进先进科学技术的同



时,也飞进了一些苍蝇蚊虫。它们叮住了一些裂缝的鸡蛋、

发烂的鱼虾,于是腐败又得以滋生,一时竟闹到人人愤闻其

臭、起而诅咒的严重局面。就外国来说,贪污腐败之事并

不稍逊于中国,古代且不说,近代以来,西方政坛,丑闻迭

起,这些不绝于耳的丑闻,显现出西方政坛不同利益集团之

间的凶狠争斗和肮脏交易,揭露了政客们尔虞我诈,无所不

用其极的卑劣手段,暴露了他们纸醉金迷、欲海横流,但谋

一己私利而置一切社会生活准则于不顾的价值观与道德观。

这些频繁出现的丑闻,说明了它们在西方绝非偶然出现的事

件,而是西方政治与生俱来的反映其本质的现象。一些丑闻

曝了光,也许更多的丑闻还被掩盖着。民主政治,变成了遮

掩丑闻的饰物。所以说似乎是。

    然而,并不是。

    因为自从产生了贪污腐败之后,人类便开始了一场艰巨

的反贪污腐败的斗争。这种斗争屡仆屡起,从未中断。中国

历代不乏明君贤相,他们认识到只有政府及其官员廉洁,政

权才能巩固,天下方能长治久安。“故吏良,则法平政成;

不良,则王道驰而败矣”。①意思是说,官吏循良,国家才

能治理得好。这是对古代政治史的正确概括。宋朝岳飞说:

“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②明代海瑞把官

吏清廉与否,与皇朝“立千百年基业”、“求万世治安”联

系在一起。康熙皇帝说,官吏清廉,则“海宇平矣”,认为

有了更多的清官循吏出现,才能赢得天下太平。基于此,一

些官员,为了本阶级的长远利益,廉洁自持,奉职循理,清

介洁己,谱写了一个个感人颇深、足以启迪后昆、激励今人

的动人篇章,他们在洁己拒贿、惩贪倡廉方面树立了楷模,

①《新唐书》197卷,    ②《宋史》365卷。



取得了成效。中国历史上,汉、唐、宋、明、清各朝开国之

初,都能吸取前朝腐败覆亡的教训,对贪官惩处比较严厉,

因此,也确实出现政治上比较清明、国家比较强盛的局

面。因此,历史上就有“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

元之治”等称誉。这种时候,虽然不可能根治腐败,但确实

有力地抑制了腐败。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各朝各代虽然腐败

横行,仍然不乏清官廉吏,能比较严格地约束自己,同时主

张用严法惩处贪官。宋代包拯专门写了《乞不用赃吏》奏

折,说:“臣闻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他要求朝

廷规定“臣僚犯赃抵罪,不从轻贷”,以后即便遇到大赦,

“更不录用”,主张对贪官加等治罪。明代海瑞在巡抚应天

十府时,制定了条约,规定裁革奢侈,禁绝馈送,禁止讲排

场、讲阔气,据当时人黄秉石讲,“令下无敢不行者,一时

传诵”。中国历史上的治世虽然往往是极为短暂的,但至少

告诉人们,腐败并不是任何时期、任何政权都会染上的通

病。尽管历史上的清官廉吏凤毛麟角,但是他们对人类惩治

腐败提供了经验,带来了希望。他们的言行受到人民的垂青

和史学家的高度赞许,鲁迅称他们是“中国的脊梁”。历史

上著名的清官如包拯、海瑞、况钟,名垂千古,受到人民的

崇敬和怀念。即使在人欲横流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乏惩贪

倡廉的范例,如新加坡吏治比较澄清,再如香港的“廉政公

署”在香港社会具有很高的声望。当然,剥削制度是孳生贪

污腐化的土壤,这种土壤不铲除,腐败便难以防治。人民政

权的建立,使避免腐败成为了可能。尤其是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是惩治腐败、建设廉洁政府的理论基础和

强大的思想武器。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

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建设清廉政府的问题上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提出了各级官员是人民公仆的著名口号,它所采

取的一系列措施,为避免腐败,开拓了道路。第一个社会主

义国家苏联建立的时候,列宁曾把建立高效率、无官僚主义

的政权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重要问题来对待。中国共

产党刚成立不久,就开始了反对腐败的斗争,无论是在瑞

金,还是在延安,都把反腐倡廉作为巩固红色政权的一项至关

重要的措施。毛泽东同志在反腐倡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理

论,他反 复告 诫人 们要吸取李自成失败的惨痛历史教

训。在建国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提醒人们要

防止敌人糖衣炮弹的袭击。建国以后,更是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来惩治腐败,并取得了巨大成效。改革开放政策实行以

来,我们国家经济建设飞速发展,人们思想获得解放。但由

于忽视了政治思想教育,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乘虚而入,封

建阶级享乐思想死灰复燃,各种腐败现象迅速滋生、蔓延。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以前所未有的决心,以从严治

党,重视法制建设,完善监督机制等果断措施,从十三届四

中全会以来不到两年的短短的时间内,取得了比人们预想要

好的效果。尽管在加强廉政建设、反对腐败时,还会出现各

种阻力和障碍,但人们有理由相信,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

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不懈的努力,完全可以战胜腐

败。

    腐败 ,就 其表 现形式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直接经管国家的农工商业中贪污;  (二)在管理国

家行政和军事事务中贪污;  (三)倚仗强权横征暴敛敲诈勒

索;  (四)慷国家之慨请客送礼;  (五)贿赂。以上几方面



的典型案例,举不胜举。透过其不同的表现形式,我们便可

以看出,“权”、“钱”交易是腐败的实质,经济上的贪婪是

其主要标志,而生活上的挥霍无度、荒淫奢侈是其表征。搞

腐败的人总是置国家、民族于不顾,而谋一己、一家、一小

集团的利益。

    那么导致腐败的原因何在呢?中外古今难以一概而论。

只能分别简述。

    先说中国旧社会产生腐败的原因。

    集权和专制——中国古代国家的统治形式是导致腐败的

原因之一。中国旧社会的官僚制度,在世界历史上较为发达,

其人事、财政、监察等各项制度和手续,早有建置,不可谓

不完备。但是由于从中央到地方皇帝(或总统、委员长等)和

各级官吏的专权专制,使得这些制度徒具形式。在专制集权

的政治体制下,制订一些相互制约的具体制度来试图防止腐

败,只不过是个美好的愿望而已。具体制度绝不可能超越根

本的政治体制而起作用。皇帝(或总统、委员长)是旧社会的最

高统治者,也是官僚集团的总代表。他统治的出发点,是以

官僚集团为基础的政权如何巩固。他最关心的,向来是如何

巩固中央集权,防止大权旁落。对各级官吏,首先要求忠于

自己,而非清廉。对于“谋反”罪,向来不能宽赦。相反,

官吏贪财图利,往往视作没有政治野心,能得到皇帝的赏识

和重用。西汉初,相国萧何因才智过人,又有安邦定国的大

功,因而受到刘邦的猜忌。有人劝萧何大量强行贱买民田,表

现出对钱财的贪婪,刘邦才会放心。“于是相国从其计,上

乃大悦”。北朝东魏时,货贿渐行,在位文武罕有廉洁。大

臣杜弼谏之,神武帝说,浊乱之习由来已久,况今天下未

定,我若急作法网,恐文官武将投奔他处。宋代则采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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