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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法治论坛�依法治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千1996—2000年先后五次主办全国研讨会，围绕依法治周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与廉政建设、依法治国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依法
治国与司法改革、依法治国与珐律俸系构建等主题进行深入研讨。刘海、年刘瀚、李步
云、信春鹰、李林等学者担纲主编，将研计会论文撷选出版。这几部文集出版后，在传
播法治理念、深化法冶研究促进法治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应有作用。
  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和新时期民主法治建设30周年，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成立50周年，现将五部文集怍为‘中国法治论坛”的特辑出出版。依法治国系列文集的
再版，对于总结中国特色依法治国的历史经验、推进当代中国法治改革和发展，对于垒
面落实靠法冶国基本方略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内容简介

法治是防止权力腐败的利器。如何从依法治国的角度充分发挥法治的作用 通过法律和制
度的规范及其机制遏制权力腐败，加强廉政建设是中国改革发展面临的严峻问题。本书
力图探讨权力腐败的成因论证法治防腐惩腐的机制．阐述廉政法治建设的机理对加强中
国廉政法律体系及其制度建设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和对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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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论反腐败与渐进式改革
  反腐败是世界性的课题。人们通常认为腐败主要是第三世界的罪恶。可实际上，从巴
黎和布鲁塞尔到东京和汉城，腐败丑闻的不断出现已纠正了人们的认识。当今世界，不
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权力腐败的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腐败，使许多国家
社会矛盾尖锐，社会冲突频仍，政局动荡，同时，还使经济生活受到许多不利影响。为
此，各国纷纷寻找反腐败的对策。1997年12月，工业化国家还在巴黎签署了《反贿赂条
约》。为了促进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反腐败的有效性，本文试图结合国
外有关反腐败的经验，就腐败的危害、腐败与改革的关系、遏制腐败的对策等问题作一
探讨。
一 要充分认识腐败对经济发展的危害
  “腐败”的定义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其实不然，在不同的国家，腐败可能含义不同。



就是在一个特定的群体内，所作的解释也会有差异。
  腐败通常是指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利用权力为自己谋利的行为，即以权谋私，公权私用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同这种定义。比如，费里德里克（C．Friedrich）就指出，
在一个特定社会内，为了私利而利用公职并不始终被广泛地认为是腐败，尤其是如果一
个人在谋取私利的同时，对社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许多公民将认为这种行为至少是
可接受的，有时“仅是报偿”。
  由于腐败的抽象定义及其在现实世界的应用之间可能产生冲突，一些学者粗略地把腐
败区分为“有利的”、“有害的”和“模棱两可的”。例如，卡策内林博根（A．Katsen
elinboigen）确定了腐败的两种基本类型：
  1．对社会的有害影响不确定的行为。根据卡策内林博根的说法，这种腐败形式涉及
修订现存体制，使这种体制中的人们的有关行为合法化。
  2．显然有害社会的行为。这种行为应被视为腐败和犯罪。
另一种方式是区分“食草者”与“食肉者”（这两种说法来自关于纽约市警察腐败的纳
普委员会报告）。食草者是指接受他人提供的贿赂或好处、但不主动索取的政府官员；
食肉者则有意识地寻求好处，而且，除非获得他们认为是适当的额外报偿，否则将不履
行某些政府职责，而额外报偿通常来自希望政府提供某种东西（物品、许可证等）的公
民。食肉者几乎普遍地受到谴责，而对待食草者的态度却存有很大差别，甚至在一些特
定的国家内也是如此。其实，食草者也是出了界限的。现遭监禁的前尼日利亚领导人奥
巴桑乔指出，传统送礼与贿赂之间的差别是：礼物是你能当众接受的某种东西；贿赂是
你不能当众接受的某种东西。论反腐败与渐进式改革  反腐败是世界性的课题。人们通
常认为腐败主要是第三世界的罪恶。可实际上，从巴黎和布鲁塞尔到东京和汉城，腐败
丑闻的不断出现已纠正了人们的认识。当今世界，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权
力腐败的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腐败，使许多国家社会矛盾尖锐，社会冲突频仍，政
局动荡，同时，还使经济生活受到许多不利影响。为此，各国纷纷寻找反腐败的对策。1
997年12月，工业化国家还在巴黎签署了《反贿赂条约》。为了促进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过程中反腐败的有效性，本文试图结合国外有关反腐败的经验，就腐败的危害
、腐败与改革的关系、遏制腐败的对策等问题作一探讨。 一
要充分认识腐败对经济发展的危害  “腐败”的定义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其实不然，在
不同的国家，腐败可能含义不同。就是在一个特定的群体内，所作的解释也会有差异。
  腐败通常是指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利用权力为自己谋利的行为，即以权谋私，公权私用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同这种定义。比如，费里德里克（C．Friedrich）就指出，
在一个特定社会内，为了私利而利用公职并不始终被广泛地认为是腐败，尤其是如果一
个人在谋取私利的同时，对社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许多公民将认为这种行为至少是
可接受的，有时“仅是报偿”。  由于腐败的抽象定义及其在现实世界的应用之间可能
产生冲突，一些学者粗略地把腐败区分为“有利的”、“有害的”和“模棱两可的”。
例如，卡策内林博根（A．Katsenelinboigen）确定了腐败的两种基本类型：  1．对社会
的有害影响不确定的行为。根据卡策内林博根的说法，这种腐败形式涉及修订现存体制
，使这种体制中的人们的有关行为合法化。 
2．显然有害社会的行为。这种行为应被视为腐败和犯罪。 另一种方式是区分“食草者
”与“食肉者”（这两种说法来自关于纽约市警察腐败的纳普委员会报告）。食草者是
指接受他人提供的贿赂或好处、但不主动索取的政府官员；食肉者则有意识地寻求好处
，而且，除非获得他们认为是适当的额外报偿，否则将不履行某些政府职责，而额外报



偿通常来自希望政府提供某种东西（物品、许可证等）的公民。食肉者几乎普遍地受到
谴责，而对待食草者的态度却存有很大差别，甚至在一些特定的国家内也是如此。其实
，食草者也是出了界限的。现遭监禁的前尼日利亚领导人奥巴桑乔指出，传统送礼与贿
赂之间的差别是：礼物是你能当众接受的某种东西；贿赂是你不能当众接受的某种东西
。  海登海默（A．Heidenheimer）在其开创性的腐败比较研究中，确定了3种基本的腐
败类型——黑色的、白色的和灰色的，其区分取决于政府官员和民众看待某种特定行为
的大体态度。“黑色”腐败行为被官员和民众都视为错误的，“白色”腐败行为或多或
少被这两个群体所接受（例如，人们普遍认为，某种腐败有利于经济的顺利运行，而经
济的顺利运行归根结蒂有益于总体利益），“灰色”腐败行为是官员和民众都不赞同的
行为。  因为腐败一词具有模糊性，有时人们把工作作风问题（如粗暴）、工作效率低
下也列入腐败之中，有时则把经济犯罪作为腐败的代名词，因此，西方有的学者认为，
与政治科学中的其他许多概念一样，腐败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悟”。沃纳（S．
Wener）认为，认定腐败与认定美一样，“在于观察的眼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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