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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欲为官先修德，欲做官先做人。
做人要讲人品，为官要讲官德。
    官德属于特定职业道德范畴，简而言之，就是为官者的从政道德。
具体而言，则是为官者个人的政治信仰、道德品行、思想作风、工作态度、执政理念的综合反映，体
现于领导、管理、服务、协调等各项领导工作中。
“官德”是为官之魂、从政之本、用权之道。
历史表明，吏治关乎国治。
“官德”彰则政权稳，“官德”丧则政权失。
    我们党和国家历任领导人都非常重视官德教育。
    毛泽东同志指出，治国就是治吏。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
    邓小平同志要求党员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提出干部
队伍“四化”方针。
    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思想。
    胡锦涛同志反复强调，全党同志要进一步加强道德修养，切实做到为民、务实、清廉；明确提出了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人用人标准；强调领导干部要常思贪欲之害、常修为政之德、常怀律己之心
，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做到“权为民所用”就必须法德并举，既要依法用权，又要以德用权，归根到
底用权要讲官德。
    历经90年，中国共产党人倡导的“官德”，核心就是践行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标准就是
“为民、务实、清廉”。
    “官德”绝不是领导干部的小节问题，而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是关系党和政府形象、关系政权兴衰
存亡的根本性和原则性大问题。
    官德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做人道德，这是底线。
第二个层面是社会公德，对官员在这方面的要求要比普通人高。
第三个层面则是职业伦理，也就是公务员的职业道德，例如忠诚、服从、公仆意识等。
官员道德和公民道德同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道德建设范畴。
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官员道德既源于公民道德，又高于公民道德。
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历史转型，但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形成的道德心
理习惯没变，道德上“以官为师”的心态没变。
    官员道德与公民道德是不同道德主体在道德水平上的不同素质要求，两者在性质、内容、形式和手
段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我们既不能以官员道德替代公民道德，也不能以公民道德取换官员道德，公民道德是官员道德的基础
，官员道德是公民道德的延伸、升华和发展。
    官员道德除了包含公民道德的基本内容之外，更包含官员的职业道德。
这种职业道德既是官员在工作实践中应当遵守的道德准则和行为标准，也是他们应当具备的道德品质
和职业修养。
人类社会由于分工不同，使得各行业或各岗位的职业道德林林总总。
医生要讲医德；教师要讲师德；演员要讲艺德；商人要讲商德；武行要讲武德。
而当官的，自然要讲官德。
与其他各种职业道德相比，最数官德影响为大，也最为世人所关注。
    作为职业道德的官德，除了具有一般职业道德的特点和要求外，还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这种特殊性主要是由“官”这种社会阶层和职业特点决定的。
其他任何一种职业道德，就其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而言，都不及官德来得直接而明显、广泛而深刻、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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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而恒新。
因为官德主要是指为官者在其领导或管理活动以及权力运用的过程中，所展现的人格品质、思想境界
和心理素质等方面要素的总和，所以，为官者品德的优劣，不仅直接影响其领导活动的成败，及其在
社会上和老百姓心目中形象与威信的高低，而且还会直接或间接地带动社会风气，对公民道德建设起
到示范作用和引导作用。
    正所谓，官德改善一小步，民风改善一大步。
    官德不彰，世风日下。
官德教育不仅是对世风的拯救，也是对党风的拯救，对民风的拯救，同时也更是对官员自身命运的拯
救。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官德建设始终与政权安乱、国运兴衰、百姓祸福和官员个人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
官德兴，党风正，政权稳，国运旺，百姓福，自身安；官德衰，世风颓，政权乱，国运舛，百姓苦，
自身危。
    官德教育决不可再做官样文章，虚应故事，而应该按照《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大纲》的整体要求和
部署，把这项工作全面推行下去，推广开来，推广到每一个组织的课堂，推广到每一个官员的心里。
    本书是根据国家最近推出的《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大纲》的基本精神编写而成的。
其中参考了众多专家、学者和各级领导者关于道德建设和官德教育的精典论述，并结合诸多实际案例
和中国传统优秀的道德思想进行分析，为公务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加强职业道德修养和官德修养，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和事业观，秉承忠于国家、服务人民、恪尽职守、公正廉洁的执政理念，
提供了多视角深入、多层次架构、全方位汇览的放射性学习方法和思维方法，在提高思想、加深认识
、匡正观念、涵养道德和提升理论水平方面具有十分明确的指导作用和教育意义。
    作者    2012年2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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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官德修养读本（畅销书珍藏版）》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做人道德，这是底线。
第二个层面是社会公德，对官员在这方面的要求要比普通人高。
第三个层面则是职业伦理，也就是公务员的职业道德，例如忠诚、服从、公仆意识等。
官员道德和公民道德同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道德建设范畴。
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官员道德既源于公民道德，又高于公民道德。
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历史转型，但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形成的道德心
理习惯没变，道德上“以官为师”的心态没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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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为官布德泽，万民生光辉——官德惠泽社会，众生为之生辉1.我之为官，百姓幸否2.官德修养
的12项基本内容3.官德从哪里来4.厚德之官，载民载物5.廉政之德，威孚众望6.勤政之德，惠及民生7.
按百姓的要求为官8.亲民者民恒亲之9.顺乎民意是最大的官德10.官德教育必须强化十种意识11.官德体
现在干群关系之中    第二章  欲为官先修德，欲做官先做人——要想做个好官必须首先做个好人1.做官
要坚守底线，绝不闯红灯2.正官品先正人品3.公平正义是为官者的良心4.官德藏于领导意识活动之中5.
做官的根基是做好人6.做官不要丢了自己的人格7.以真示人，以真为官，以真行政8.请官员切记：缺什
么都不能缺德9.为官者必备的三种素质    第三章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有德无才难为用，有才无德
必成殃1.从德与才的关系看用人标准2.莫以权大制胜，当以德高为赢3.关键是心里要装着群众4.别把老
鼠放进米缸里5.注意“官二代”现象6.德者无敌7.心中无德，嘴必跑偏8.滋生贪念是慢性自杀的开始9.
官员应警惕“特供奢侈品”10.官场“高危”源于“德危”11.职高保不了德劭，薪高保不了廉洁    第四
章  清白是做官的风骨，美德是做官的口碑——做官就要挺直腰板做个有骨气的好官1.为官之风骨，行
权之正气2.官德不彰，官威难扶3.不花“脏钱”，不收“脏物”4.当官不忘宗旨，行权莫去谋私5.做清
白之官，修勤俭之德6.清则千古流芳，浊则遗臭万年7.为官心系于民，功德为民所记8.立正骨撑腰，拂
清风浩世9.有权力也要有亲和力10.近墨不黑方显官德风骨11.立志当以品端为基12.戒奢倡俭，简化生
活13.去庸俗之风，树刚直之气14.当官有点“穷酸相”不掉架    第五章  官风带动世风，官意引领民意
——官德是社会公民道德的风向标1.以德治国当先正官德官风2.官德沦丧，则民风难淳3.官员是道德建
设的领头羊4.育民德必先正官德5.官风亦是政风，家风亦是世风6.官员不信巫，民风自然淳7.做官要常
修为政之德8.律人先律己，正己而及人9.欲正官德，须以身作则10.为官者做好政事才是正事11.当官千
万别伤了老百姓的感情12.善政育善民，官风润世风13.正会风先从正官风开始14.正官德，也要正世风    
第六章  官德与政德互为表里，德治与法治相得益彰——最好的政治应该是德治与法治的完美结合1.“
德治”重于治心，“法治”重于治行2.官德不彰，德治无魂3.敬法畏法也是官德修养的重要内容4.官德
是对法治最好的注解5.官德是管束权力魔棒的最高主宰6.执法不要悖德7.不做谄媚之官8.每逢佳节倍思
“清”9.用权讲官德，交往有原则10.干部之德在为民    第七章  当官信佛莫若信德，官德保你一世平安
——从官员的沉浮中看道德的神奇力量1.百姓鞭炮声中的官德之殇2.谁颠倒了社会的“主仆”关系3.信
佛信神莫若信德4.官运源自官德，而非来自“风水”5.腐败之官不管怎样问卦也是个“凶”签6.构筑官
员道德律的四道防线7.官无德则露多大“脸”现多大“眼”8.官升切忌“脾气”长9.懂谦退之道，防失
德之忧10.清廉为官是福11.君子之心，常存敬畏    第八章  道德重建，从我做起——重建社会道德应先
从重建官德入手1.做官要时时清除失德心态2.廉洁自律是官员最安全的保护伞3.将官德教育纳入干部教
育的常态之中4.重建官德刻不容缓5.领导要带头破特权6.做官一定要守住“最后一道防线”7.永远把人
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放在首位8.管好自己，也要管好家人9.勇于担当是一种可堪大任的官德10.有德无德
历史自有评说11.为官要当好民怨的“灭火器”12.沉静是一种淡定的官德13.做官有十慎，贞固益一生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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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时下有幸为官者可曾扪心自问：“我之为官，百姓幸否？
”如果每个为官者都能以此自勉、自警、自问，那么权力的天平就可以时时接受良心的严密审视，百
姓的福祉就能够处处得到美德的温暖呵护。
我们常说“百姓心中有杆秤”，其实为官者自己的心中又何尝没有一杆秤？
这杆秤在权力的天平上随时可以称出自己良心的分量；我们也常说“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其实为
官者自己的眼睛也同样是雪亮的，这双眼睛在权力的天平上随时可以看清自己道德的刻度。
我们的官员如果人人都能拥有这样一种自省意识，经常这样抚躬自问，相信就一定会做到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在谋求属于自己的那份幸福，为官者当然也不例外。
不难发现，谋幸福这件事是有方向性的，一是向内，即为自己谋幸福；一是向外，即为他人谋幸福。
普通老百姓要谋幸福，只需向内——为自己谋就可以了，社会不会对他们提出过高的要求或期许。
因为他们的“人间正道”是靠自己的诚实劳动换取幸福。
这就是说，百姓单方面为自己谋幸福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的。
但为官者为自己谋幸福是不是也是天经地义和无可厚非的呢？
答案似乎并不像问题的提出这样简单。
为官者也是人，也需要谋幸福，也需要向内——即为自己谋幸福。
而事实上，对他们向内——为自己谋幸福的内容，国家已经提前为他们考虑过了，给他们超过社会基
本收入的优厚俸禄，使他们的幸福有所保障，换句话说，他们当上了官，就实现了幸福的基本内容。
而后，国家赋予他们以公权公器，让他们用这玩意专门向外——即为老百姓谋幸福，而不是向内——
为自己谋幸福。
但遗憾的是，他们中的很多人手握着公权公器却混淆了“谋”的方向，他们滥用人民赋予他们的公权
公器，借助这东西的强大力量依然向内谋，依然在为自己谋幸福，这不仅是造成社会腐败特别是官员
腐败的根源，也是引起民众“仇官恨官”心理的症结所在。
公权公器一旦用错了方向，百姓就会大遭其殃。
试问此之为官，百姓幸否？
答案已不言自明了。
 网上曾看到一个视频，说的是某城市有人夜间酗酒后乘出租车，下车后非但不给钱，还出言不逊，骂
出租车司机不识数，并朝出租车踹了两脚。
出租车司机见势头不对，不敢招惹，吓跑了。
旁边1有两个好奇的围观者，竟然也被酗酒者拳打脚踢，酗酒者还口出狂言：“信不信，老子叫人把
你们抓起来。
”有人看不惯，报了警。
警察赶到时，酗酒者用命令的口吻对警察说：“你们给我把他俩抓起来，关了。
”警察要求检查他的证件，方得知此人原来是某市委的工作人员，名片上赫然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国徽，证明他的身份确实不一般，确属“人民的公仆”！
这样的公仆借着酒劲摇身而变成了随便抓人的“老子”，此之为官，百姓幸否？
 我们不会忘记在下岗大潮中，我们国有企业中的好多人遭到排挤打压，强令下岗，国企职工身份被解
除。
某些国企领导腐败得满嘴流油不说，还要祸害人玩，整人玩，其中一些漂亮的女工被领导侮辱的事件
时有耳闻。
媒体载某企业有位领导有情妇17个，其中一个情妇悲惨地说：“如果有谁去看一下那些下岗女工的现
状，就会明白我要迎合领导的原因。
下岗了没有钱，而在职一个月三五千元收入，甚至更多，谁个该上，谁个该下，完全是领导一句话。
我交给领导身体，领导就会保住我的饭碗，就会保住我一家老小的性命。
”5.廉政之德，威孚众望廉洁问题、腐败问题，党和国家多年来虽然采取了诸多严厉的措施，但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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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解决得仍不够好，群众有意见、怨言较多，对此，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工作满意不满意，领导干部是否有威望和威信，主要是看两个方面：一是经济能
不能搞上去，二是干部廉洁不廉洁。
两者都是关系到执政党的地位和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从目前看，人民群众相对而言更为关注的是党政干部廉洁问题。
因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总体上看我们的经济的确是发展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的确是提高了，
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是满意的。
对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党和国家已经高度重视了这一点，正在努力解决。
但廉洁问题、腐败问题，党和国家多年来虽然采取了诸多严厉的措施，但这个问题解决得仍不够好，
群众意见、怨言较多，对此，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联系当前党员干部队伍的实际，在清政廉洁方面起码应该从三个方面去努力。
（1）领导干部要慎用权力慎用权力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讲，有三个基本问题，也是常识问题
，要搞清楚。
第一个问题是“权力是从哪里来的？
”这一点大家都知道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来源于人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人民给的权力只能是为人民的。
掌权为公，执政为民，是对行使权力的本质要求。
第二个问题是“权力是什么？
”权力的本义是公众的委托，是通过一定的选举、选拔的方式，由人民把权力委托给一部分人来执掌
行使。
权力是一种委托，委托是一种责任。
受人民之托，忠人民之事，尽自己之责，是再普通不过的道理。
第三个问题是“用权要受监督”。
权力是人民给的，用权为民、廉洁从政，就应该接受人民的监督和评判。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说法，权力的监督是上级监督太远，下级监督太难，同级监督太软，法纪监督太晚
。
毋庸讳言，我们在权力监督方面问题是存在的。
需要我们都能自觉把权力时刻摆在接受人民监督的位置上，增加用权透明度，一方面可以接受人民的
评判，不断改进自己的工作，另一方面可以接受人民的监督，有效预防滥用权力、滋生腐败。
（2）做官不要发财人们常说，当官要发财，迟早要垮台。
当官不是一个发财的职业，要想发财就别当官。
在公务员的岗位上，不能脚踏两只船。
如果拿公务员的工资待遇与百万、千万富翁比，这个参照系本来就找错了，两者之间没有可比性。
关键是党员领导干部要有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取向，要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提倡奉献精神，只
有这样才能守得住清贫。
过去“升官发财”是一个词，这是过去中国的封建官文化，它的“官”和“财”是同义的，但现在却
有领导干部仍然把它作为标准，这就大错而特错了。
（3）廉洁要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中国有句古训：“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小处见精神，小处见品质。
昨天还是座上宾，今天就成了阶下囚，看起来很偶然，实际上都有个循序渐进、日积月累，从量变到
质变的过程。
所以，领导干部务必从小处着眼，尤其要注意热时要冷，冷时要稳，莫随波逐流。
要耐得住寂寞，不要跟风跑。
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2011年全国地市委组织部长培训班上向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为官“不出事”的要
求。
“不出事”看起来简单，其实是对每一个官员官德的炼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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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官员“出事”首先是官德的堤坝不牢，忍不住心痒，管不住双手和双腿，结果
必然见利忘义，见色忘德，官德必然决堤。
“出事”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
要想不出事必须眼不色，心不花，嘴不馋，手不伸，腿不软。
眼不色，管住眼睛。
现在有些干部一当官眼睛就发色，灯红酒绿眼就迷，见了美女眼放绿光，千方百计发展成自己的情人
。
结果被“色”蒙住双眼，害人、害己、害家庭。
心不花，管住品行。
“政者正也。
”心术正方是正其根、正其本。
心术不正，做一个好人也好，做一个好官也罢，一切都将无从谈起。
自己品行端正，才有说服力、号召力和凝聚力。
嘴不馋，管住嘴巴。
一方面不能光说不做，虚报政绩；一方面不能随便吃，吃人的嘴短。
教训告诉我们，光说不练，群众反感；吃吃喝喝，失掉原则。
手不伸，管住双手。
牢记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一是不义之财手不伸，二是权力面前手不伸。
一些贪污受贿腐败官员落马的事实告诉我们，“手莫伸，伸手必被捉”。
腿不软，管住双脚。
坚持走正路，防止走歪道。
不要走错门、上错床，一些不该去的场所不去，不该玩的地方不玩。
让理智战胜欲望，别让欲望带动行为。
人生有两个出不起事，一是安全事故出不起，有时候常常是毁灭性的，给自己和家庭造成极大的痛苦
，这一方面的事故有时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再就是腐败事故出不起，身败名裂，遭人唾弃，不
仅给家庭蒙上阴影，同时也使国家和集体遭受损失，这方面的“事故”完全是靠自己把握的，也是完
全可以避免的。
廉洁从政是“不出事”的根本。
、人生短暂，为官更是暂时的。
当上领导，是组织的信任也是个人价值的体现。
“不出事”是组织的要求，也是家庭的期盼。
只要不为色欲所累，不为权力所累，不为地位所累，不为名利所累，不为私情所累，就能为官平安。
李源潮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为官“不出事”的要求，道是无情却有情，是组织对干部的最大爱护，是
肺腑之言，也是经验之谈。
“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就是老百姓”。
具备“不出事”的官德，才会甘当人民公仆，具备“不出事”的素质，才能廉以洁己，慈以爱民，才
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具备不出事的品行，才能为老百姓做大事，做好事，才能德泽天下，声
望远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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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
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
　　——邓小平　　　　党员、干部的道德情操和人格力量对全社会有着重要示范作用。
　　——江泽民　　　　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
　　——胡锦涛　　　　企业要认真贯彻国家政策，关心社会，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
企业家不仅要懂经营、会管理，企业家的身上还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
　　——温家宝　　　　要做到“权为民所用”就必须法德并举。
既要依法用权，又要以德用权，归根到底用权要讲讲官德。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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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官德修养读本》由张振学著，面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社会环境，道德滑坡、诚信缺失、信
仰危机，已经为社会管理者敲响了阵阵警钟。
《官德修养读本》为专门针对官员道德教育培训与修养的学习读本，讲述欲为官先修德，欲做官先做
人。
做人要讲人品，为官要讲官德深刻道理。
欲为官先修德，欲做官先做人。
做人要讲人品，为官要讲官德。
官德属于特定职业道德范畴，简而言之，就是为官者的从政道德。
具体而言，则是为官者个人的政治信仰、道德品行、思想作风、工作态度、执政理念的综合反映，体
现于领导、管理、服务、协调等各项领导工作中。
“官德”是为官之魂、从政之本、用权之道。
历史表明，吏治关乎国治。
“官德”彰则政权稳，“官德”丧则政权失。
我们党和国家历任领导人都非常重视官德教育。
张振学编著的《官德修养读本》官德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做人道德，这是底线。
第二个层面是社会公德，对官员在这方面的要求要比普通人高。
第三个层面则是职业伦理，也就是公务员的职业道德，例如忠诚、服从、公仆意识等。
官员道德和公民道德同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道德建设范畴。
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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