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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应对和解决腐败问题是实现当今世界政治文明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
本书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全面梳理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来开展
反腐倡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活动，在总结优良传统与汲取宝贵经验的基础上，从清晰的历史流变中，
对新时期我国反腐倡廉建设的现状与趋势作出准确判断，既提供了当前我国反腐倡廉建设的合理借鉴
，也有助于读者感受我国政治文明的历史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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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反腐思想与实践（1921年7月—1927年7月）　　1921年7月中国共
产党创立到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期间，中国共产党尚未建立自己掌握的政权。
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推翻腐败的剥削阶级统治的旧政权，建立廉洁的新政权的革命任务，也提出
了建立一个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奋斗目标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建党目标，将拒腐
防变问题历史性地摆在了自己面前。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共实现了第一次合作，国民党建立了统一战线的革命政权，中国共产党
作为统一战线的倡导者、组织者、参加者，十分关注革命政府的廉洁，防止自身的官僚化。
这些构成了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拒腐防变的内容和特点。
　　第一节　党的建党宗旨奠定了拒腐防变的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它领导
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中国历史上崭新的一页。
鉴于近代中国政府的腐败、遭受列强的欺凌和在人民不满其腐败统治爆发的革命中丧失政权的教训，
始终对腐败现象保持高度警惕，从建党之初就明确了廉洁政治的宗旨，把保持廉洁放在党的建设和根
据地建设的突出地位。
　　一、旧中国的政治黑暗、政权腐败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时代背景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半个
世纪，是近代中国政权最腐败、政治最黑暗的一个时期。
由于晚清封建王朝与民国政府的腐败，近代中国的政治权力运行还处于专制的黑暗状态。
列强人侵，民族陷入危亡之际，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的历史航程驶入百年屈辱时
期。
　　从鸦片战争开始，历经太平天国革命、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中国人
民为国家的独立、社会的进步，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这些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无不蕴涵着反对腐败政治的丰富内容和深刻的历史教训。
以推翻清朝统治、实现太平盛世为己任的太平天国，虎踞天京之后因内部发生腐败而功败垂成。
反对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鸦片战争和义和团运动以及维新图强的戊戌变法，皆因清朝政府的腐败而功
亏一篑。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封建君主制度，但是并没有、也不可能消除腐败政治。
武昌起义成功之后，袁世凯窃踞共和国政权，腐败的北洋军阀统治代替了腐朽的清朝政府。
此时的一些革命党人忘记了革命的宗旨，开始出现了严重官僚化，他们或与立宪派、旧官僚沆瀣一气
、同流合污；或贪图名利，热衷于争权位；或忙于经营实业，以权谋私；或沉湎酒色，享乐腐化。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权力腐败，比之清朝统治时期，毫无二致。
　　革命失败，理想破灭，对革命者无疑是一种痛苦的刺激。
他们感到哀痛、失望、困惑、忧愤。
许多人从胜利的狂喜中冷静下来，开始新的反思和求索。
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五四爱国运动中青年学子火烧赵家楼，打倒曹汝林、陆宗舆、章宗祥；李大钊
、陈独秀、毛泽东等选择了共产主义，决心彻底改造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同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相伴随的反腐败斗争，也进入新的里程，担负着领导中国革命重任的中国
共产党，从它创建之时起，就面临反对腐败，建立廉洁政府的任务。
革命的目标是要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权力代表也
即推翻北洋军阀政府，消除中国“内忧外患的源泉”，消除“人民痛苦的源泉”，“建立民主政治”
而为了能够担负起领导革命的责任，保证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防止腐败蜕变。
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如何防止党内腐败，成为中国共产党初创时的重要课题。
　　二、建设廉洁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阶级性的根本要求　　腐败与反腐败作为人类政治生活领域
的重要矛盾，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注的一个理论问题。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曾对无产阶级建立廉价政府作过系统论述。
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他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无产阶级国家建立后，要给人民一个廉价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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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的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项最大的开支，即
常备军和官吏。
”恩格斯指出，要防止国家工作人员“追求升官发财”，“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必须采取两
项措施，第一，要“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
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
第二，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
恩格斯于1891年在为该书写的导言中，专门论述了贪污腐化及对官吏的监督等问题。
　　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在创立或建设苏维埃政权时，一贯重视马克思恩格斯对巴黎公社经验的总
结。
他提出了系统而完整的建党学说，并把腐败称为国家机构中的“脓疮”，是“一大敌人”，列宁曾经
讲过，“政治上有修养的人是不会贪污的”，他指出，我们“将依靠自己的工人的经验，建立由武装
工人的国家政权维护的最严格的铁的纪律，将使国家官吏成为不过是执行我们的委托的工作人员，使
他们成为负有责任的、可以撤换的而且是领取普通薪金的‘监工和会计”’。
无产阶级国家是劳动人民自己的国家，是为人民服务的国家，它不容许任何人企图利用手中执掌的政
权，将国家政权变为掠夺人民、谋取私利和享有各种特权的压迫机器，而应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廉洁的工作机关。
这是无产阶级国家的本质特征所要求的，也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极其重视、一再强调的重要问题。
　　为把苏维埃政权建设成为廉价政府，列宁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廉政思想。
他说，要防止国家公职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就要“防止这些人变成官僚”。
而防止公仆变成官僚的办法之一就是“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
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意思是决不允许任何人成为脱离群众，
站在群众头上的特权者。
为了限制和取消特权，列宁认为必须制定一整套规章制度，特别是国家干部在物质待遇方面的具体规
定，使国家机关的职务真正成为“无利可图但是‘光荣的’的位置”。
列宁批评那些擅自提议增加公职人员薪金待遇的布尔什维克，他们把公职人员最高六千卢布的薪金提
高到九于卢布。
对此，列宁表示了极大的愤慨，指责说：“这种做法是完全不可饶恕的。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起草的《罢免权法令》规定，人民有权随时撤换违背人民利益、破坏社会主
义事业的公职人员。
　　在学习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廉洁理论的
基础上，借鉴了苏联布尔什维克建设廉价政府的思想与实践，从革命形势出发，提出了从严治党，建
设廉洁政治，清除腐败的政治诉求。
1921年3月，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党的重要创始人李大钊发表了《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
》一文，阐述了关于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
他指出，中国旧式的政党已腐败，必须用新式政党代替，否则不能实行改革事业。
这种新式政党的性质，应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强固精密的组织，而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
资产阶级民主党。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3号举行。
参加会议的有来自七个地方的53名党员的12位代表。
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
大会通过的第一个党的纲领规定，“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
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
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且坚
持用革命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
这与崇拜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主张走议会道路的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划清了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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