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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图说中国廉政文化》对先秦至当代中国廉政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其表现形态作出梳理和阐释，总结中
国历代廉政文化建设的经验与教训，提炼出有助于当下中国廉政文化建设之有益因素，以为今后中国
廉政文化建设提供充分的资源支持。
纵向看，《图说中国廉政文化》以历史为经，是一部图文并茂地反映从史前五帝一直到当代中共十八
大之前的中国廉政文化的历史画卷；横向看，以文化为纬。
涵盖了廉政思想、廉政制度、廉政社会实践三个方面。
全书脉络清晰，图文互动，提纲挈领，夹叙夹议，亦庄亦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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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邵景均，男，中共中央纪委研究室原研究员、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国内著名廉政理论专家和廉政
文化学者。
出版有《中国反腐倡廉之路》《廉政党课三十讲》《新中国反腐简史》等数部反腐倡廉著作。
 单卫华，女，山东警察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主任、副教授，公安部“送敦西部行”教官团成员。
出版有《中国廉政文化史》《谋略金鉴》《曹操墓事件全纪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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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是责令辅臣加紧制定律文简约，规定细密的惩贪峻法。
早在洪武元年，就制定了《大明律》。
《大明律》将“吏律”置于章首，以示国家治民先治吏之意。
而且特设《受赃》篇，集中规定官吏犯罪及其惩罚，其周详完备程度超过历代法典，当然也更为严厉
。
同时，朱元璋还颁布了许多劝勉官吏的文书和诰谕，如《祖训录》、《大诰》等。
这些律条实际上就是以惩治官吏贪渎为主的法规汇编。
 二是进一步完善监察法规。
明代执政者较为注重监察法规的建设。
纵观明代监察法规，它不仅对监察职能的确认、履行职务的效益、监察纪律等方面规定得详尽和切合
时宜，而且制定了具体的部门监察法规以及施行细则。
综合分析，主要具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条文的规定非常细致，凡是行政监察所涉及的事项无所不
包。
可以说有些条规条款比如监察纪律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二是监察官的权力相当宽泛，有侵夺行政权之嫌。
监察官的权力过于宽泛，会妨碍地方行政，进而影响监察整饬官吏队伍这一中心工作的开展，难以发
挥监察效能。
所以，明后期监察权扰乱中央及地方行政的推行，监察制度本身也遭致破坏，与法律上赋予监察官的
权力过于宽泛不无关联。
 二、严密的廉政监察体系 完善的监督和制约机制是官吏廉政的体制保障。
总的来说，明太祖初步建立的包括都察院、六科给事中和提刑按察司在内的廉政监督机构基本上是一
个从中央到地方运转灵活、成效显著的完整体系。
 都察院是明朝中央的最高监察机关，设左、右都御史各一人。
永乐年间，成祖又确立了御史巡按制度，主要是“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
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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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图说中国廉政文化》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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