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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建立反贪污贿赂专门机构是我就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以后的一项新的检察业务。
在高检院工作5年中，我们领导班子自始至终集中精力抓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工作，思想一致，成效
较为显著。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
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贪污贿赂犯罪仍然是各种腐败现象中最突出的腐败行为之一。
尽管这种丑恶现象，古今中外，各个国家、各种社会制度概莫能外，而且严重程度比我们想象的要惊
人得多。
但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政权，应当把反贪倡廉工作做得更好。
依据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检察机关理应责无旁贷地担负起反贪污贿赂工作
的重任。
实践证明，我们这样做，不但完全正确，而且效果很好。
1988年5月，我刚到高检院工作。
当时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小型会议，专门讨论如何反对腐败、反对贪污受贿、加
强廉政建设的问题。
我参加了这次会议。
同年10月，在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主持下，又在中南海勤政殿专门听取北京市东城区关于“为政清廉”
试点工作的情况汇报。
在这两次会上，中央领导同志都谈到了对当时贪污贿赂犯罪现状的看法，谈到了当时反贪污贿赂存在
的问题和应该采取的对策等。
透过这些议论，使我感觉到中央决策机关一些领导同志对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还不十分了解，认为
检察机关与监察部门分成多个部门，一个掌管犯罪侦查，一个掌管行政处理，领导同志认为值得研究
，并认为我们国家迄今还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机构同贪污、贿赂犯罪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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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体例是按照反贪污贿赂工作局成立的前前后后这一时间流向，截取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典型问
题，以专题的形式兼顾时间的先后进行分析、论证和记述，而各个问题之间又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
，以此构建成全书的框架。
由于这些问题仍然是今天广大从事惩治贪污贿赂工作的理论和实践工作者感到困惑的难题，因而从理
论分析和形象记叙的结合上深入地探讨这些问题，希望有助于避免简单地记述陈年流水账那样枯燥乏
味的感觉。
    本书写的是共和国第一个反贪局成立的前前后后，基本上是属于记事性质的。
但是，它并不是一本回忆录，也不是孤立地局限于写反贪机构的建立，而是把它的建立与时代背景、
国内外环境联系起来，与古今中外的惩贪实践和经验教训联系起来。
希望通过纵横比较的介绍，对今后的惩治贪污贿赂犯罪仍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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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历史的警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历史又反过来启迪人民。
在共产党人决心铲除贪污贿赂等腐败现象这一毒瘤的今天，重温历史不无必要。
（一）黄炎培的忠告早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在即。
在延安的窑洞里，穿着一身补丁衣服的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主席在问及中国民主同盟的重要成员黄
炎培先生访问延安的感想时，黄老先生坦率地道出了以下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生60多年，耳闻的
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淳焉，‘其亡也忽焉’。
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
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对此，毛泽东主席充满信心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
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腐败周期率黄炎培先生的提问并非杞人忧天，而是充满民族忧患意识的凝重的提问。
透过一部厚厚的中国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封建王朝的初期，官吏比较清廉，到了王朝末期，
无一例外地官场贪污腐败成风，土地兼并惊人，最后导致大规模农民起义或少数民族入侵。
这种由艰苦创业到腐败灭亡的过程，往往是每二三百年重复一次。
为什么贪官污吏杀了一茬又生一茬?为什么“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会有周期性的崩溃和重建?这两者有
什么内在联系?这是很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具有现实意义的大课题。
以往，我们在分析这一问题时，多从封建社会的阶级根源人手，认为中国封建的官僚阶层从总体上来
说，是自私冷酷、争权夺利的，是为剥削阶级利益服务的。
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问题在于，同样是封建社会，同样是以手工操作的农业生产为主的封建
自然经济，为什么中国封建王朝初期官吏比较清廉，而王朝末期却出现那么多的贪官?仅从阶级根源上
进行剖析是不能圆满地说明这一问题的。
对此，我们认为应从中国封建社会的深层结构中去认识。
一个社会的内部要形成全国性的稳定的社会结构有一个必要条件，这就是要通过某种途径使整体各部
分之间发生密切的稳定的通讯联系，即让各部分之间有频繁的信息交换。
中国的封建社会结构内有一个固定的阶层执行着全社会的信息交流和组织功能，使整个社会受到控制
，这个固定的阶层就是中国特有的儒生官僚阶层。
这是欧洲的封建社会所缺少的。
儒生官僚源于“士”，“士”是在战国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的。
为适应新兴地主阶级统一管理国家的需要，国家政权结构中出现了垂直控制的郡县行政管理制度，以
取代层次分割的领主分封制。
“士”成为新政权任用官僚取代世卿制的主要来源。
到了汉朝，儒家学说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成为正统思想，成为“士”必须接受和承认的占统治地位的
意识形态。
于是汉以后的“士”就是儒生。
儒生有较高的文化知识，在未入仕以前，遍地游学，入仕之后宦海浮沉，“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
，使他们有能力和条件承担封建王朝的联系和控制全国的功能。
中国封建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是与中国存在着儒生这样一个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特殊社会成分密切相关
的。
中国大一统的社会结构主要由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个部分，也就是地主经济、官僚政治和儒生正
统意识形态所组成的。
以皇帝为首的官僚政治和以儒生为代表的正统意识形态是相互耦合的，他们通过防止贵族化等对经济
结构进行调节，以保持地方经济的繁荣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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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繁荣和稳定又是大一统的前提和基础。
他们相互调节、相互作用，维护大一统的社会结构的牢固。
既然儒生官僚阶层是大一统社会的重要调节力量，为什么又会产生那么多贪官污吏，演变成大一统社
会的破坏力量呢?简单地讲，这是官僚阶层本身异化的结果。
突出地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在思想意识方面，绝大部分封建儒生步人仕途的动机和目的是追逐名利
和个人荣华富贵。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一个以伦理政治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
每个人、每个家庭在社会中的生活方式，是由其政治上的等级地位决定的。
总的划分是官与民。
当官就成了统治的特殊阶级，官有大小高低之分，民也有士农工商之别，差别形成等级。
而等级一旦划分，它影响到人的生活的一切方面。
人们“虽有贤身贵体，无其爵位不敢跟其服；虽有富家多资，无其禄不敢用其财”。
封建社会的生活法则，鲜明地昭示每一位青少年，要想改善自己的生活待遇，首先要改变自己的政治
地位和社会身份，这是人生的根本。
更有甚者。
封建皇帝也极尽能事，笼络儒生，效忠皇权。
宋真宗以皇帝的名义。
写下《励学篇》，说什么“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车马簇。
”公然以金钱美女作为钓饵。
而在封建社会里，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以清高自诩，不肯当官，那就要准备终身受穷，有时连吃饭穿
衣都解决不了，甚至被诛杀。
明朝《大诰》规定：“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
而一旦做了官就享有种种特权，通过合法的、半合法的和非法的种种途径，都可以成为暴发户。
一方面是荣华富贵的引诱，一方面是贫穷和诛杀的威胁，严酷的现实迫使儒生选择前者而逃避后者。
所以不管儒家的政治伦理训条说得多么冠晃堂皇，儒生内心世界真正的持久的人生取向则是个人荣华
富贵。
一旦进入仕途后，官场腐败成风的现实又必然让他们学会口喊“忠君保民”、“救济苍生”，而心思
则日益转移到追名逐利上来。
所以，在封建社会里，真正的清官有如凤毛麟角，老百姓对此看得很清楚，一首“来时羞涩去时丰，
官币民财一扫空；只有江山移不出，临行写入画图中”，就将我国历代封建官吏大肆搜刮的疯狂程度
勾画得淋漓尽致。
老百姓常说“千里做官只为财”，也反映了他们对封建官吏普遍敛财的本性的认识。
二是在客观现实方面，封建官僚阶层拥有大大小小的各种权力和享有大大小小的各种特权与他们普遍
存在的低薪制形成尖锐的矛盾。
其结果是：一方面促使各级官吏不择手段以权谋私，另一方面造成儒生官僚虚伪、心口不一的双重人
格。
 封建社会各朝官僚的俸禄，除宋代相对丰厚外，其他各代都不算高。
次于宋的唐代，二品官每月实际所得合米一百二十公石，开元时正九品小官实际所得才合米十公石。
即使像宠妃杨玉环的堂兄杨国忠，权高势重，如果仅靠其司空俸禄收入过活，每月只能拿到几十贯钱
，相当于一百六十石大米。
明代一反宋代的做法，俸禄更低。
史载著名清官海瑞，死于居所时贫穷到不能置棺椁。
这可能与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苦和年少时受官吏欺压有关。
而清代官员的俸银养家糊口都困难重重。
官员们手中虽无钱却掌握着各种各样的权，他们自然会想到用权来捞钱，于是乎，贪污受贿便成为官
员们满足奢侈生活的主要财路。
与低薪制平行的是封建官僚阶层的种种特权，唐代最低品官就可以成为“不课户”，免纳赋税；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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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的可以“官当”，以免职抵罪。
封建特权荫补子孙，“不限才愚，尽居禄位，未立襁褓，已列簪绅”。
一方面是封建专制权力和特权，有权就有一切；另一方面是表面上的低薪制，这些都造成了一个促使
官僚阶层贪污腐化的强大内趋力。
一方面感到“不捞钱没法过”，另一方面感到“不捞白不捞”。
在这种风气影响下，各级官员在腐化的规模上互相攀比，互相攀附，沆瀣一气。
三是官僚阶层的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
封建社会的各级官僚阶层只是对上负责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且不受任何制约，在他那里无
法律可言，无真理可辩，“朕即国家”，“朕即法律”，“朕即真理”，以皇帝为顶峰和核心构成了
一个金字塔形的封建官僚政治体制，各级官僚层层对皇帝负责，黎民百姓在他们面前无任何地位和人
格可言。
由于受地域和通讯条件的限制，更加之封建社会的经济文化条件的限制，这种只靠皇帝和上级官僚的
监督的官僚体制，其约束效力是微乎其微的。
各地官僚都必然成为称霸一方的“土皇帝”。
尽管有的封建王朝也设置了监察部门，如秦汉的御史大夫、唐代的御史台、明清的都察院等，用以纠
察百官，但是由于监察部门就是以封建官僚机构监察官僚机构，监察官员本身就是封建儒生官僚，他
对自身的腐败是无能为力的，己不正焉能正人。
而且这种监察必然也只能是对下不对上，对外不对内的，对皇帝及其“圈子”里的人，是不容纠察，
也无法纠察的。
所以官僚阶层的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不仅孕育了封建官僚的贪污腐败，而且为贪污腐败的恶化
和蔓延提供了条件。
这样，官僚机构这大一统的调节器，本身就成为造成贪污腐败的根源之一。
而当社会出现危机时，封建国家又总是用增加机构和人员的办法强化控制，结果事与愿违，冗员滥吏
与腐败程度的相互作用，更加剧了贪污腐化的过程。
所以说，封建官僚阶层的贪污腐化有一种不可逆转性和自身繁殖性。
当贪官污吏巧取豪夺，横征暴敛，贪污腐败发展到绝大多数人都感到无法正常生活，民不聊生时，农
民起义就会骤然而起，汇成汹涌的巨浪冲垮了大一统社会的防堤，旧王朝被推翻，新的大一统王朝得
到确立，下一个轮回接着开始。
人类自从有国家以来就存在贪污腐败现象。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公然允许贪污腐败现象的合法化，相反，总是力图制止贪污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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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9年3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召开第二次会议期间，在人民日报和人民网联合举办的“两会
您最关心的热点问题是什么”的调查中，反腐倡廉（主要是反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贿赂犯罪）以84604
票再次排名第一。
从2006年起到2009年，上述媒体连续四年进行了同样的调查，“反腐败”除2007年排名第二外，其他
三年均排名第一。
这表明，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并不断加强反贪污贿赂腐败力度三十年后，在反贪污贿赂专门机构
——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工作局成立二十年后，反贪污贿赂腐败仍然是民众关注的焦点，牵动着亿
万人民的神经。
上述调查结果既反映了民众对反贪工作的关注和支持，又让我们看到贪腐现象严重地存在着和惩治贪
腐犯罪效果的有限性。
为什么一些与民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最直接的民生问题没有成为首要的关注点，而这看似与民众利
益并不直接相关的反贪问题却始终是民众最大的诉求呢？
回顾改革开放之初，如果查出一个贪污贿赂一二万元的官员，就足以引起社会震动，成为各类媒体的
头版头条。
及至反贪局成立前后的那段日子，贪污贿赂犯罪猖獗，但是贪污贿赂十几万元、几十万元，就是特大
案件，有些还被判处了极刑。
而时至今日，涉案金额数百万元、数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的贪官受审，仍屡见不鲜；涉案人员身居要职
的案件，也不时冲击着人们的视觉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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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是一本写于9年前的书。
早在1990年，反贪污贿赂工作局诞生周年的时候，面对它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我产生了写本书，把
建立反贪局的缘起、成果记录和总结下来的念头。
希望借此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反贪局，能对反贪局的建立和完善有所裨益和帮助。
念头一经产生，即付诸行动，1990年下半年开始动笔。
后来由于工作变动，公务繁忙，这项属于“私活”的耕耘也就变得断断续续。
1994年，广东的同志希望我花点时间，在建局5周年之际完成这本书的写作任务。
我应他们的要求，在原稿的基础上略加修改，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出版。
直到今日，时值建局20周年之际，才有时间翻出旧稿重新整理成书，我也算了却了一桩多年的心愿。
　　　　　　　　　　　　——肖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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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反贪报告》是第一部国家领导人全面阐释反贪腐的图书力作，作者历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司法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共和国第一个反贪污贿赂，工作局诞生的前前后后。
贪污贿赂等腐败问题是一个古老的话题。
说它古老，是因为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出现国家以来，贪污贿赂就成为与统治阶级结伴而行的顽疾
。
翻开威信中外的历史，无论是正史，还是取诸乡里传闻的野史，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私下的，贪污贿
赂腐败之事，不绝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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