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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作者是国内知名的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研究专家，是在国内学界较早关注和系统研究
“廉洁政治”“廉能政治”等党建学科和廉政制度重要议题的先行者，曾得到多个课题
的基金资助，对廉洁政治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作者先后承担过相关的重大课题，给中纪委等国家机关提供过重要咨询建议，追踪国内
外腐败与反腐败研究已逾数十年，同时作者仅在我社出版腐败主题的图书就有三种。

作者曾在联合国开发署、有关地方政府和高校的支持下，对地方政府的腐败治理、廉政
风险防控、高校腐败及其治理方面开展了问卷调查和访谈，获得了大量*手资料，撰写了
相关研究报告。本书附有与腐败治理和廉政建设研究过程中对居民、企业、公职人员等
受访群体的调查问卷样本，可供相关研究机构和学者开展进一步深度研究时参考使用。

本书适合作为国内政治学、公共管理、党史党建等高等院校相关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
课程参考书目以及党校、行政学院的培训参考书目。 

内容简介

《廉洁政治与国家治理》一书收录了作者近些年来对廉洁政治问题进行理论与实践思考
的*成果。如何建构一个有效预防和惩治腐败的体制机制？在依靠权力监督遏止腐败方面
中国的进展和局限性在哪里？国际社会近年来在反腐败方面有那些值得关注的新的动向
？当代中国的行政监察在国际比较视野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这些都是一些当代中国政
治领域中迫切需要回答的重大理论问题，本书的出版对从事廉洁政治理论研究和反腐败
问题感兴趣的读者有重要助益。

作者简介

何增科，河南省灵宝市人。政治学博士、研究员、教授，政治学和党建双学科博士生导
师。199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随后进入中共中央编译局从事研究工
作。现任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教授，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方向为当代中
国政治，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腐败与反腐败、政治改革与政府创新、公民社会与社会治
理创新，发表中英文文章180多篇，专著、合著、主编著作十余部。腐败研究方面的代表
作有：《政治之癌——发展中国家腐化问题研究》、《反腐新路——转型期中国腐败问
题研究》、《腐败防治与治理改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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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在学术人生中，我始终信奉这样的箴言：一切皆如过眼云烟，唯有思想和美德永恒。我
坚信，这个躁动的社会仍然需要有知识和思想的引领，需要有人去从事知识和思想的创
造和传播以推动社会的进步。而学者的价值是不能用金钱的多少和官职的高低来衡量的
，学者的价值就在于他为社会所贡献的知识和思想。这是激励我做学问的持久的动力。
——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教授  何增科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从廉洁政治到廉能政治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反腐败方面的力度明显加大.
据公开资料统计, 十八大之前的63年里, 落马的省部级高官为145名, 而十八大以来3年多时
间里落马的省部级和军级以上高官已达108名,年均落马高官数量为此前的10多倍以上.截
止2015年7月22日, 有关部门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问题90920起, 有118673人受到处理.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出现新气象, 官员顶风作案现象明显减少,干部作风明显好转,
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反腐败的信心显著增强.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廉政研究中心的一项问
卷调查数据,2012年城乡居民对反腐败的信心是60%, 2014年则升高到75.8%,
两年间提高了15.8个百分点. 反腐败出现新气象的主要原因在于,
十八大以来提高了发现和查处腐败的概率.
我们知道,惩治腐败的有效性=发现和查处腐败的概率 惩治的力度.
提高发现和查处腐败的概率, 可以大大提高惩治的有效性.
十八大以后主要从如下方面改进了发现和查处腐败的工作:
党中央表现出反腐败的坚强决心和坚定意志, 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 没有人有免查的特权;
创新巡视制度,巡视计划提前公布巡视结果向社会公开 ,巡视组善于发现问题线索;
加强对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申报的抽查工作,并将抽查结果作为干部使用的重要依据;
开通和积极受理网络举报,公民参与的热情空前高涨;
加大对外逃贪官的引渡力度,编织引渡外逃贪官的“天网”; 提高了制度的执行力, 形成了
纪律的刚性约束,执纪执法始终保持高压态势,破除了新领导人上台后从严反腐18个月周期
的所谓”魔咒”,努力做到令行禁止. 这些都是十八大后创造的反腐败的新鲜经验.这说明,
十八后中国反腐败出现的新气象说明,
只要政治领导人在反腐败方面具有破釜沉舟、壮士断腕的坚强决心和坚定意志,
反腐败专门机关的工作得到充分授权和全力支持, 发现和查处腐败的概率大大提高, 腐败
案件查处作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老虎苍蝇一起打”,腐败现象是完全可以得到遏制的.
在充分肯定十八大以来反腐败的成绩的同时, 我们也要看到, 当前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一
些干部不贪腐也不干事、不为民办事的“廉而不为”、“廉而失能”的懒政怠政现象。



具体表现为： 尽量减少因公外出开会调研的次数，少承担项目甚至不承担项目，乡镇干
部尽量不下村指导工作，少做多说甚至只说不做,不敢担当不愿实干等。干部清廉与“懒
政怠政”现象并存，组织廉洁但却“空转”。这种现象目前只是一种苗头，既未普遍化
也未长期化，但却值得高度警惕。
  针对反腐中出现的新问题,我想重点谈谈廉能政治.
与廉洁政府概念相比，廉能洁政治概念的范围更加宽广。首先, 可以从政治主体、政治过
程和政治产品三个方面综合起来理解廉洁政治的概念。廉洁政治是与腐败政治相对而言
的一种理想政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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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表现为： 尽量减少因公外出开会调研的次数，少承担项目甚至不承担项目，乡镇干
部尽量不下村指导工作，少做多说甚至只说不做,不敢担当不愿实干等。干部清廉与“懒
政怠政”现象并存，组织廉洁但却“空转”。这种现象目前只是一种苗头，既未普遍化
也未长期化，但却值得高度警惕。

廉洁政治应该包括七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廉洁的执政党和参政党：执政党和参政党担
任政府职位的党员普遍清廉， 党的组织机构及其党务管理清廉；第二，廉洁政府： 政府
官员普遍清廉，没有大面积腐败；政府是一个廉价政府或低行政成本政府；第三，法为
良法：杜绝部门利益法制化和地方保护主义性的立法腐败和行政决策腐败；第四，任人
唯贤，消除裙带风和用人腐败；第五，实现司法正义，杜绝司法腐败；第六，消除了公
对公、下级对上级的所谓“公贿”和以单位名义从事的腐败犯罪；第七，消除了各种亚
腐败或准现象如侵害群众利益的各种不正之风，实现风清气正。

一个腐败无能的政权难以逃脱衰败灭亡的命运，这已为古今中外无数的历史事实所证明
，也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与腐败无能的政权相对应的是廉洁有为、廉洁有能的政权或廉
能政治。在这两个极端状态之间还存在着若干中间状态，其中既有贪而有为、贪而有能
的官员占主体的政权，也有廉而不为、廉而失能的官员占多数的政权。这样就为反腐倡
廉和廉政建设提出了一个新的重大命题，反腐倡廉和廉政建设的目标到底是实现廉洁政
治还是实现廉能政治？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出现了一道奇特的景观，相当多的一批领导干部“边贪腐边
干事”，贪腐的胆子很大，干事的成绩也很突出，他们既是“贪官”，又是“能吏”。
腐败猖獗与发展繁荣出现了并存的现象。造成这些领导干部既贪腐又干事的是同一个制
度体系，这个制度体系给予干部特别是负责任的领导干部的正式收入很低并与贡献、责
任和辛劳脱钩，同时提拔重用能干事政绩突出的干部，由此形成了复杂而扭曲的激励机
制；赋予干部特别是各级各部门“一把手”以极大的自由处理权并缺少相应的行权指南
或规范，为干部提供了腐败和干事的双重机会；自上而下的对干部的约束和惩处时紧时
松，来自社会和公众的监督乏力，这种畸形的约束机制使许多干部养成了观风向避风头
、待机而动伺机而贪和“背靠大树好乘凉”的行为预期。中国转型期的这种特殊制度环



境造就了一批特殊的“政治企业家”，他们善于抓住这种制度环境所提供的机会通过贪
污腐败的手段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同时通过干事创业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以谋求政治
上的升迁，从而集“贪官”与“能吏”双重角色于一身。

为了减少官员腐败的机会，近年来陆续出台了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和制度规定，加强了
对官员的公务行为和行使权力的限制和约束。这些新制度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出
现了一些非预期后果。一些新制度偏重于对官员行为的限制和约束，缺乏对官员“干实
事”、“为民办事”的正向激励机制，在束缚官员干事办事的手脚的同时，人为设置了
许多“制度陷阱”，加上总体的激励机制尚未理顺，导致一些干部不贪腐也不干事,
“廉而不为”、“廉而失能”。

显示全部信息

javascript:void(0);


版权信息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pdf.com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ushupdf.com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