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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全党全国人民迎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喜庆日子里，邵景均同志的新著《新中国反腐简史》即将
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这部著作全面、系统而又概略地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历史阶段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的基本情况，展示了我们党通过扎实的反腐倡廉工作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
执政能力的不懈探索及巨大成绩。
我相信，这部著作的出版，对于深入学习和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经验，继续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全面加
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我们共产党人不是狭隘的经验主义者，但我们是实践论者，始终重视实践经验在社会发展、人类
进步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总结经验，是人类进步的重要阶梯，是社会发展的必要环节。
我们党自成立以来，积极投身于革命、建设、改革以及反腐倡廉的实践，历来注重实践经验的学习、
研究、总结和运用。
善于总结经验、运用经验，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而形成新的理论新的决策的
基本前提，是实现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基本条件，是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有效途径。
只有经常地“回头看”，正确总结经验，才能更好地“向前看”、向前走，开辟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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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邵景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研究室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部监察专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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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学习党的历史经验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引言　中国共产党执政前的反腐败斗争（1921-1949）　一
、党初创时期的反腐败实践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维埃政权的廉政建设　三、党领导的抗日根据
地防治腐败的实践　四、解放战争时期的反腐倡廉　五、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前防治腐败的基本经验第
一章　新中国成立之初和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反腐败斗争（1949-1956）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反腐败
斗争的严峻形势　二、声势浩大的反腐败运动　三、防治腐败的法律制度建设　四、加强纪检监察机
关建设第二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时期的反腐败斗争（1956-1966）　一、党的八大关于
反腐败斗争形势的分析和任务的确立　二、1957年后反腐败斗争的实践与曲折　三、“四清”运动　
四、加强干部的培养和教育　五、党政监察工作在曲折中发展第二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反腐败
斗争（1966-1976）　一、“文化大革命”各阶段的反腐倡廉实践　二、“文化大革命”反腐败斗争的
基本方式和成效　三、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及启示第四章　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起步时期的反腐败斗
争（1976-1982）　一、在拨乱反正中开展反腐败斗争　二、重建党的纪律检查机关　三、改革开放初
期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　四、改革开放初期反腐倡廉的主要实践第五章　开始全面改革开放时期的反
腐败斗争（1982-1992）　一、党的十二大至十三大期间的党风廉政建设　二、党的十三大后反腐败斗
争面临的严峻形势　三、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至十四大期间的反腐倡廉　四、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　
五、陈云对党风廉政建设的理论贡献第六章　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反腐败斗争
（1992-2002）　一、新形势下反腐败斗争的重大决策　二、推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　三、查办违
纪违法案件　四、纠正不正之风　五、治本抓源头　六、反腐倡廉理论的发展第七章　开始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时期的反腐败斗争（2002- ）　一、拓展思路，更加注重预防　二、加强教育，促进廉洁自
律　三、健全制度，堵塞腐败漏洞　四、强化监督，防止权力滥用　五、惩防并举，加大办案力度　
六、科学指导，推进理论创新跋　当代中国反腐败斗争的大势与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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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之初和社会主义　　过渡时期的反腐败斗争（1949-1956）　　1949年10月1日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摆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是一个国民经济全面崩溃的烂摊子：工业破产，农
业凋敝，交通阻塞，经济混乱，失业现象严重，城乡劳动人民生活极端困苦。
在军事上，虽然人民解放战争已获得了基本胜利，但国民党还有上百万军队在西南、华南和沿海岛屿
负隅顽抗。
在新解放地区，国民党遗留下大批残余力量，同当地恶霸势力相勾结，以土匪游击战争的方式同人民
政权作斗争。
就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了一场事关新生政权生死存亡的反腐败斗争。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反腐败斗争的严峻形势　　尽管党在执政以前开展了长期的反腐败斗争和廉
政建设，七届二中全会特别提醒全党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袭，要求党员干部做到两个“务必”
，但是，真到了执掌政权，一些党员干部就开始憧憬执政给个人带来的种种好处，有的经受不住权力
、金钱和美色的考验，滑向了腐败的泥潭。
　　根据当时的统计，北京从1949年解放到1951年底，在市属机关和企事业内部，查处贪污分子650人
，贪污总金额约15亿元（旧币，本节下同）。
同期，上海发生的大大小小贪污案3002件，涉及3230人，贪污总额186亿元。
其他地方这类贪污现象也多了起来。
　　党执政初期之所以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贪污腐化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部分党员干部居功自傲。
一些干部认为自己打了天下就该“坐天下、享受天下”，经常挂在嘴边上的话就是“老子拼命打天下
，享受些又怎么样！
”其中的典型人物就是刘青山、张子善。
　　二是资产阶级的腐蚀无孔不入，很多干部被拉下水。
建国后，党出于恢复经济和团结大多数人的政治考虑，对私人资本采取利用、限制的政策。
各级人民政府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保护私营工商业的合法经营和适当发
展。
这时，有些资本家为了摆脱政府的控制，牟取暴利，便采用金钱、美女、享乐等手段，腐蚀拉拢政府
干部。
上海大康药房老板王康年，就向25个机关的65名干部行贿1亿多元。
东北私商光明药行经理丛志丰，采取送礼、请客、让自己的姨太太陪跳舞等手段，拉拢腐蚀东北人民
政府卫生部医改处处长李廷琳。
二人相互勾结，共同作弊，投机倒把，伪造发票，偷税漏税，使国家损失61.3 亿元。
这个药行几年前规模很小，通过与李廷琳的勾结，一跃成为在天津、上海、广州等地设立分号的大公
司。
　　三是旧政府留用人员恶习不改。
建国初期，人民政府对国民党时期的公务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
华东地区6600多名司法干部中，旧人员有1700多人，其中不少人利用职权进行各种贪赃枉法活动。
这一地区共有30140名警察，旧警察10378名，其中有贪污行为的高达80％。
这些人对新生政权的廉政建设影响很坏。
四是忽视对公务人员的思想教育和廉政管理。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重点是恢复国民经济，之后又是抗美援朝。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区和部门忽视了对公务人员的管理和教育，不重视党的组织生活，领导干部中
间也很少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上许多规章制度缺失，致使腐败现象滋生蔓延起来。
　　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对于执政以后的腐败问题早有警惕，所以当上述情况出现后立即引起党中央
的关注。
1951年4月党中央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在原有的老党员中，有一小部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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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上发生了堕落性质的变化。
”毛泽东指出，党内已经出现了“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出现了“二中全会
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
当时西南局领导人之一的邓小平指出：蜕化腐朽“倾向正在发展，特别是经济方面的问题很多。
无论城市农村，贪污腐化现象都很严重。
”“这种现象如不纠正，不但影响工作，损害党的声誉，而且要垮掉一些同志。
”　　二、声势浩大的反腐败运动　　面对已经出现的和可能出现的腐败现象，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从各个层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有效遏制了腐败现象的蔓延。
其中，尤以“三反”运动的效果最为显著。
　　“三反”运动　　1951年11月20日，毛泽东起草了转发东北局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报告的批语
，第一次提出“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问题。
他代表党中央号召全党：“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
定》，要求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检查和清除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
由此拉开“三反”运动的大幕。
　　为了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对“三反”运动的重视程度，把这一运动迅速发动起来，毛泽东在12月1日
的《决定》中特意加上这样一段话：“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
，证明1949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
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
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
”他强调指出：“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
”毛泽东在为党中央起草的《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中强调，“应把反贪污、反浪
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做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
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
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
毛泽东严正告诫全党：“十年内不进行‘三反’，共产党就会变成国民党”。
　　党中央专门成立了以薄一波为主任的增产节约运动委员会，以加强对“三反”运动的领导。
　　毛泽东清楚地看到，“三反”运动的重点对象是各级不廉洁的干部，许多干部可能会自觉或不自
觉地抵制运动。
为把运动引向深入，毛泽东制定了“首长负责，亲自动手”的方针，进行层层发动，督促领导带头。
据统计，从1951年11月20日至12月31日的42天内，毛泽东撰写大量指示、批语和书信，批转了许多报
告，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有50多件。
他对干部注重加强正面引导，肯定、表扬和推广了罗瑞卿、贺龙、习仲勋和空军党委领导运动的经验
；同时，尖锐批评那些行动拖拉者和掩饰错误、消极怠工的干部。
山东分局因“打虎”数量少，受到毛泽东的督促：“你们打虎成绩还很小，你们还没有制订出全省包
括县以上党政军民各系统的打虎计划，你们对下面督促不严。
”中直机关党委严肃批评了做得差的单位，并撤职查办了几名高级干部，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
在毛泽东的带领和督促下，各级主要领导干部亲自挂帅，雷厉风行，层层检查监督，认真贯彻落实党
中央的战略部署，决不使运动走过场。
　　为了配合“三反”运动的深入开展，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
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在全国一切城市，向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五反”斗争
，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
　　1952年10月25日，党中央宣告历时11个月的“三反”斗争结束。
全国县以上机关参加“三反”运动的总人数达到383.6 万人（未包括军队数字），共查出贪污分子和犯
有贪污错误的120.3 万多人。
其中共产党员19.6 万多人，占贪污总人数的16.3 ％；贪污1000万元（旧币，本节下同）以上的105916人
，占贪污总人数的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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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被贪污的款物总数达6万亿元，截至1952年10月，共追回2万亿元。
对于“三反”运动中揭露出来的犯有错误的人，截至1952年1O月，在已处理的部分中，免予处分的
占75.7 ％，给予行政处分的占20.7 ％，判处刑事处分的38402人，占3.6 ％，其中判处死刑的42人，判处
死缓的9人。
处理的结果体现了少数从严、多数从宽、重在教育的原则。
在进行“三反”运动的同时，进行了整党建党工作。
到1953年6月，共有23.8 万人因丧失党员条件而被开除党籍。
地方县级以上干部有严重错误受到行政上撤职、撤职查办、逮捕法办处分者有4029人，其中省级干
部25人，地级干部576人。
另有5％以上的党员不合格，被劝退。
　　处决刘青山、张子善　　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是“三反”运动中影响最大的案件，是毛泽东亲
自抓的案件。
它所产生的强大的廉政效应，延续了多年。
　　刘青山、张子善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河北省天津地委的前后两任书记。
他们分别是1931年和1933年入党的老红军，在战争年代经受住了枪林弹雨的考验，多次立过战功。
他们坐过国民党的监狱，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
但是在执政以后，刘青山在金钱、美色的诱惑下，逐渐腐化堕落。
他以“养病”为由，基本不工作。
又以“了解旧社会”为名，经常戴上墨镜，穿上长袍马褂，访妓院，进烟馆，染上了毒瘾。
刚解放时张子善还算俭朴，后来为了讨好刘青山，以便接任刘当“一把手”，就一味迎合刘青山，为
刘的腐化生活提供条件。
他们相互勾结，利用职权，盗用飞机场建筑款、救济水灾区造船贷款、河工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克
扣民工供应粮及骗取银行贷款等总计1554954万元。
他们勾结奸商，倒卖钢材，使国家损失14亿元。
刘张二人生活腐化，刘青山贪污挥霍1.8 亿元，张子善贪污挥霍1.9 亿元。
对于刘张二人的错误和罪行，时任天津专署副专员的李克才等进行过中肯的规劝、尖锐的批评，但并
未奏效。
　　1951年11月29日，华北局向党中央作了关于天津地委严重贪污事件的书面报告。
毛泽东对刘、张贪污案件极其重视。
当时有的领导干部向毛泽东提出：“刘、张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
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较大，是否可以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
改造机会。
”毛泽东对此明确表示：“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
只有处决他们，才有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召开公审大会，刘青山、张子善被依法处决。
处决刘青山、张子善产生了强大的廉政效应，显示了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惩治腐败的决心，提高了
党的威信；它震慑了一批有腐败罪错的干部，一些人主动坦白、深刻检讨，个人的政治生命得到了挽
救；广大干部从这一案件中受到教育，促进了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全面好转。
　　“新三反”运动1952年全国性的“三反”运动刚一结束，中共中央在1953年紧接着发动了以反对
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为主要内容的“新三反”运动。
开展“新三反”运动的起因，仍然是对腐败现象严重性的判断。
当时“三反”运动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党中央依然清醒地看到，由于“三反”运动范围仅局限在
中央、大行政区、省市和专区四级，县及县以下基本没有开展，加之“三反”运动的重点是反贪污，
对官僚主义问题基本没有涉及，因而具有一定的不彻底性。
在县及县以下的基层干部中，为所欲为、违法乱纪的现象十分普遍，一些民众说他们“比国民党还厉
害”。
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指出，“国民党所有的（问题），我们今天也应有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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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人民日报》曾连续报道了一些影响较大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典型事件。
　　⋯⋯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中国反腐简史>>

媒体关注与评论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
作风。
　　——毛泽东　　克服特权等腐败现象，既要解决思想问题，又要解决制度问题。
　　——邓小平　　反腐倡廉，既要治标，更要治本。
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
　　——江泽民　　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
败体系建设，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童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展从源
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
　　——胡锦涛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中国反腐简史>>

版权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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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