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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建设廉洁政府是党风廉政建设理论的一个重大创新，是反腐倡廉建设的一项
重要内容。建设廉洁政府对于坚决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坚
决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也是人民关注的重大
政治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和中央纪委的十八大工作报告中的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期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指明了方向。 

内容简介

        本书着眼于高效廉洁政府的建设，内容涉及廉洁政府的政治思想建设、
廉洁文化教育建设，廉洁政府的组织机构建设、廉政制度机制建设、廉政法律法规建设
以及廉洁政府的学习建设。全书系统地阐述了廉洁政府各方面建设的历史沿革与现代发
展，深入科学地分析了廉洁政府建设的古今文化思想理论和国际国内廉政建设的实践经
验，是一部可资借鉴的系统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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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全部信息

前 言

反腐倡廉常抓不懈，建立高效廉洁政府
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关系国家发展全局、关系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关系社会公平正义与
和谐稳定。反腐倡廉要常抓不懈，拒腐防变要警钟长鸣。坚决惩治腐败和有效预防腐败
，大力加强廉政建设，是每个政党和政府的必然选择。
建设廉洁政府是党风廉政建设理论的一个重大创新，是反腐倡廉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建设廉洁政府对于坚决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坚决反对腐败
、建设廉洁政治，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也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
党的十八大报告和中央纪委的十八大工作报告中的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期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斗争指明了方向。

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关系国家发展全局、关系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关系社会公平正义与
和谐稳定。反腐倡廉要常抓不懈，拒腐防变要警钟长鸣。坚决惩治腐败和有效预防腐败
，大力加强廉政建设，是每个政党和政府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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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兴邦、腐败丧权，这是古今中外政权运行的必然规律。古往今来，为治理政府公信
力丧失、贪污腐败和奢侈浪费等问题，各国执政者采取了各种措施。“廉洁”最早出现
在《楚辞�招魂》“朕幼清以廉洁兮”，东汉著名学者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注释说
：“不受曰廉，不污曰洁。”“廉洁”的核心是为官清正，不损公肥私，不贪污腐化。
廉洁政府就是指清正廉洁取信于民的政府，是廉政与勤政的统一。廉洁政府的实质是为
民、务实、高效、清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本质上讲，就是执政为民，公职人
员要做人民的公仆，正确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不以权谋私、不贪赃枉法、不奢侈浪费
、不消极懈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建设廉洁政府是建设廉洁政治的必然要求，要建
立廉洁政府，首先必须建立廉洁政治。建设廉洁政治是马克思主义廉洁观的基本要求和
根本体现。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同志针对旧社会的腐朽政治和腐败制度，就提出
清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此后，党的几代领导集体都对这一问题有过重要论述。
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会第一次把这一目标写入全会工作报告。党的十八大再次明确
提出建设廉洁政治，使反腐倡廉建设既有了“把腐败遏制到可能的最低限度”的近期目
标，又有了“廉洁政治”的远期目标，体现了我们党从更高的站位、更宽的视野对反腐
倡廉建设提出的更高要求。干部要清正，干部清正是建设廉洁政治的基础，通过深化反
腐倡廉教育和廉洁自律工作，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弘扬为民务实清廉的优良作风，实现
公职人员廉洁从政；政府要清廉，政府清廉是建设廉洁政治的关键, 通过转变党政机关职
能，加快推动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建设，实现公共权力廉洁运行
；政治要清明，政治清明是建设廉洁政治的核心，通过提升反腐倡廉建设的战略地位，
坚持和完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实现政治文明廉洁发展。

建设廉洁政府也是全人类共同奋斗的政治目标。《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建设廉洁政府
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说明加强廉洁政府建设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期盼的美好愿望
和全人类共同奋斗的政治目标。建设廉洁政府是世界各国政府治理的一项重要目标。

本书着眼于高效廉洁政府的建设，内容涉及廉洁政府的政治思想建设、廉洁文化教育建
设，廉洁政府的组织机构建设、廉政制度机制建设、廉政法律法规建设以及廉洁政府的
学习建设。全书系统地阐述了廉洁政府各方面建设的历史沿革与现代发展，深入科学地
分析了廉洁政府建设的古今文化思想理论和国际国内廉政建设的实践经验，是一部可资
借鉴的系统读物。书中若有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显示全部信息

媒体评论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我们要坚定决心，有
腐必反，有贪必肃，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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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二章 廉洁政府的文化建设
一 国家廉政文化——廉洁政府的“血肉”
(一)廉政文化的含义和特点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丰富廉政文化的民族。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大量的廉政理
论，出台了许多奖廉惩贪的律令，创作了诸如“淡如秋菊无妨瘦，清似莲花不染尘”、
“廉者常乐无求，贪者常忧不足”等丰富优美的廉诗、廉政格言，涌现出了包公、海瑞
等一大批清官廉吏。这些传统文化，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宝贵资源。
什么是廉政文化？许多专家从不同角度对廉政文化的内涵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廉政文化
从属于文化的范畴，具有以下特点：
(1)历史悠久。廉政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中早就存在，
留下了如“公生明，廉生威”、“自律不严，何以服众”等大量廉政格言警句，产生了
大量家喻户晓、广为传颂的廉政故事。
(2)形式多样。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廉政文化有别于反腐倡廉宣传教育的一些传统的说教
方式，具有文化特征，遵循文化建设和文学艺术创作的一般规律，通过小说、诗歌、戏
剧、电影、电视、曲艺、音乐、舞蹈、美术、书法等各种不同的文学或艺术手段来加以
表现和阐释。
(3)政治鲜明。廉政文化是一种政治文化。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的一个新课题，是发展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具有丰富的政
治内涵和鲜明的政治色彩。
廉政文化，是人们关于廉洁从政的思想、信仰、知识、行为规范和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
式、工作方式和社会评价，从根本上反映着一个阶级、一个政党的执政理念、执政目的
和执政方式，是廉洁从政行为在文化和观念上的客观反映。主要内涵是从政的思想和道
德、从政的社会文化氛围、从政人员的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
廉政文化，有四个基本范畴，一是指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要求，作用于执政者的内心世
界，形成廉洁从政的文化动力；二是指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廉洁从政的文化氛围，形成
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风尚，用健康向上、追求清廉的文化充实人们的精神世界；
三是指各职业阶层的从业人员恪守职业道德、爱岗敬业、廉洁自律、奉公守法的职业文
化；四是广大人民群众追求公平正义、安定有序、诚信友爱的社会境界在心理上的一种
文化反映。
一  国家廉政文化——廉洁政府的“血肉”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丰富廉政文化的民族。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大量的廉政理
论，出台了许多奖廉惩贪的律令，创作了诸如“淡如秋菊无妨瘦，清似莲花不染尘”、
“廉者常乐无求，贪者常忧不足”等丰富优美的廉诗、廉政格言，涌现出了包公、海瑞
等一大批清官廉吏。这些传统文化，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宝贵资源。



(1)历史悠久。廉政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中早就存在，
留下了如“公生明，廉生威”、“自律不严，何以服众”等大量廉政格言警句，产生了
大量家喻户晓、广为传颂的廉政故事。

(3)政治鲜明。廉政文化是一种政治文化。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的一个新课题，是发展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具有丰富的政
治内涵和鲜明的政治色彩。

廉政文化，有四个基本范畴，一是指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要求，作用于执政者的内心世
界，形成廉洁从政的文化动力；二是指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廉洁从政的文化氛围，形成
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风尚，用健康向上、追求清廉的文化充实人们的精神世界；
三是指各职业阶层的从业人员恪守职业道德、爱岗敬业、廉洁自律、奉公守法的职业文
化；四是广大人民群众追求公平正义、安定有序、诚信友爱的社会境界在心理上的一种
文化反映。

(二) 廉政文化建设概述

廉政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理论和思想的新发展、新探索。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具有与时俱进的文化品格，善于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
包括国内外执政党加强廉政建设的成果，坚持不断创新，不断丰富，始终保持自己的先
进性。廉政文化建设，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根本要求，坚持文化创新的重要成
果，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理论和思想在廉政建设领域的运用和发展。廉政文化建设
，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廉政建设方面集中而又具体的反映。

廉政文化建设由廉政文化理论研究、廉政文艺创作、廉政文化活动三个部分组成。这三
者的关系是既各自独立，又彼此联系。廉政文艺创作是在廉政文化理论指导下的创作，
没有理论指导的创作是盲目的，一不注意就会偏失方向。廉政文化活动是廉政文艺创作
的一个表现形式。创作是基础，但是如果没有活动，创作就成了“纸上谈兵”，就会失
去它存在的真正意义。由此可见，这三者概念不同，其内容、形式、对象、目的、作用
也自然不一样。

廉政文艺创作是挖掘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生活题材，创作出弘扬廉政主旋律的
文艺作品，其表现形式几乎涵盖各个文学艺术门类。廉政文艺创作必须以“科学的理论
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必须贴
近生活，贴近群众，必须有别于目前流行的大量的揭露性的反腐败文艺作品。挖掘优秀
传统文化(包括历史文化、民俗文化)，创作文艺作品，引进或移植国外优秀廉政文艺作
品，是廉政文艺创作的主要途径。

廉政文化建设的精神实质，是引导全党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想，牢记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执政为民的自觉意识
，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它既是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在廉政建设方面的集中反映，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廉政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本质要求和服务方向的体现。

2.廉政文化建设的传承与创新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本身就是一座丰富的廉政文化资源宝库，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在
廉政建设中具有独特作用。廉政建设只有注入文化的基因之后，才会赢得恒久的生命。
今天，我们在自豪地对待这份“文化遗产”的同时，应积极萃取古代公廉文化的精华，
将其转化为我们党在新时期执政的重要基石和有力支撑。

(三)廉政文化建设的历史文化资源

中华民族积淀深厚的5000年传统文化，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弥足珍贵的思想宝库，这其中
蕴藏着丰富的廉政文化内容。早在上古时代，“大道既隐”，贪人出现，虞舜就告诫官
员，要“直而清，简而廉”。“廉”作为一种官德和治国思想，最早在西周初年《周礼
》中有过论述：“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
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意思是说，考察官吏治绩的优劣，要从善(善于办事)
、能(能执行政令)、敬(尽职守责)、正(品行方正)、法(守法不失，执法不阿)、辨(能明辨
是非，头脑清醒)六个方面去进行。六种行为和品德，都冠以“廉”字，意思是“既断以
六事，又以廉为本”，可见“廉”在官德中居首位，是中国古代对为政者最基本最重要
的道德要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思想，有三个方面尤其值得借鉴。一是儒家文化中
的伦理思想。如强调为官从政要正，“政者正也”；主张“先教后刑”、“徒法不足以
自行”，认为有了法律，还要具有道德高尚的人来执行法律；提倡“欲而不贪”、“惠
而不费”，用理性约束私欲，节俭行事；重视文化人、以德治国等等，将政治和道德融
为一体，有明显的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的特征。二是政治文化中的清官现象。用诸
如包拯、海瑞、于成龙等清正廉明、为民请命、铁面无私、伸张正义的清官典型，寄托
理想，导向社会，榜样官吏，教化民众。歌颂清官，鞭挞贪官，是中国文化中一个经久
不衰的主题。三是浩如烟海的贬贪颂廉文艺作品。最早在《诗经》的《国风》中，就有
民间老百姓口传并经文人润色的讽刺贪贿暴敛的诗歌，如《硕鼠》。两千多年来，汉赋
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直到晚清民初的谴责笔记小说，都有抑恶扬善，揭腐颂
廉的生动篇章。其艺术感染力与思想震撼力相得益彰，发人深省。同时，我们必须反对
传统文化中催生消极腐败现象的毒素。特别是要摒弃封建的权力私有观念，强化服务人
民的公仆意识；摒弃封建特权思想和宗法观念，强化法治意识；摒弃封建迷信思想，强
化民主科学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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