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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6年初，胡锦涛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强调指出，要把廉政文化建设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的重要内容，大力加强廉政文化建设，进一步完善反腐倡廉教育的工作机制，形成反腐倡廉的整体
合力。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形成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
、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监控机制”。
从廉政文化的高度加强执政党的党风廉政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重要发展。
　　近年来，“廉政文化”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廉政文化建设的形式也日趋多样，呈现出可喜的势头。
大力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必然要求，也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
、不断探索的崭新课题。
廉政文化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需要思想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共同努力，
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充分发挥其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的应有作用。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
一个国家要发展，不能没有理论指导；一个民族要振兴，不能没有精神支柱。
正如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反腐倡廉事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21世纪
的发展。
反腐倡廉既是政治，也是思想文化。
因此，反对腐败文化，倡导廉洁的党风、政风、民风，必须用先进的思想理论武装头脑和指导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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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整理和比较研究了中华民族传统廉政文化及近现代西方廉政文化，深入研究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廉政文化的发展趋势，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既是一种民族文化形态，也是一种世界
文化形态，反映着中国当代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等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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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廉政文化的内涵及　　表现方式　　关于文化一词，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
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从狭义来说，主要是指人类的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即人们改造主观世界的能力和成果，与经济
和政治相对应。
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社会都有其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
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既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巨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
经济。
文化结构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
中国文化，主要是指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表现出具有一定稳定性和主导性的一种文化形态。
在现实层面，主要表现为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并融合其他文化的一种文化存在。
几千年来，在中国人的深层意识里所表现出的价值观及精神状态，就是这种文化的具体表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很多时候是把文化和物质生产分开的，在精神文化的意义上使用文化概念
，而把物质生产看做是文化的物质基础。
列宁把“旧社会所创造的、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知识、经验和劳动”称为文化。
马克思主义还认为，文化是经济、政治的反映，又给经济、政治以反作用。
经济基础决定文化发展，文化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支撑并开辟新的领域；文化建设以政治为导向，政
治建设以文化为依托，两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共同推进经济的发展。
列宁在1920年所作的《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专门论述了文化和教育
的作用，他指出：“政治文化、政治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使他有本领战胜谎言和偏
见，能够帮助劳动群众战胜旧秩序。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
映⋯⋯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
”如果说，经济基础和社会政治制度是人类社会这个大系统中的“硬件”，是“看得见的手”，那么
，文化则是这个大系统中的“软件”，是“看不见的手”。
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
　　一、廉政文化的含义　　汉字“廉”意为堂屋的侧边，古书《仪礼·乡饮酒里》中有“设席于堂
廉东上”，引申为品行方正。
廉洁即为不贪，《楚辞·招魂》中有“朕清以廉洁兮”，王逸注“不受日廉，不污日洁”。
　　在中国古代，“廉”是指人对待财利的一种正确态度。
古人云：“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为床矣。
”廉的基本要求是不取不义之财，不贪不义之科。
这是先进的义利观。
在这种义利观指导下行使公共权力的行政过程就是廉洁从政。
在封建的历朝各代，“廉政”作为一种理想的政治生活，曾对其政权的巩固产生过积极影响。
　　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廉政”概念的人是春秋时期的晏婴。
晏婴说“廉政可以长久”，好比“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浊无不雩途，其清无不洒除，是以长
久也”（《晏春秋·内篇问下第四》）。
晏婴做相国三年，齐国政治清平，百姓安乐。
一次，梁丘据见晏子午饭肉食不足，便告知齐景公。
次日景公划出一块土地，要封给晏子。
晏子推辞不受，说：“富而不骄者，未尝闻之。
贫而不恨者，婴是也。
所以贫而不恨者，以苦为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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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封，易婴之师。
师已轻。
封已重矣。
敢辞。
”在晏婴看来，贫穷在一定意义上是自己的老师，用土地换老师，封赏加重了，善德却减轻了，因此
不可受赏。
这不仅讲明了自己保持廉洁的理论根据，而且显示出其大彻大悟的思想境界。
　　那么，什么是廉政文化呢？
廉政文化是关于人们对廉政的意识、行为规范、信仰和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社会评价的总和，是
以廉政为思想内涵、以文化为表现形式的一种文化，是廉政建设与文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
它所反映的内容十分丰富，包含文化形态、教育模式、规范体系等等。
从文化结构来看，廉政文化既包含了人们为反映和确定一定的社会关系并对这些关系进行整合和调控
而建立的规范体系，又升华为以伦理、观念、理论形态存在为依托的精神文化。
更为重要的是。
将廉政建设提升到以人为本的层面上来，从人文关怀的角度用理性的思维深层次地剖析人类的生活方
式，将会对廉政文化体系的构建产生深远的影响。
廉政文化古往今来有之，自从奴隶社会开始，伴随着阶级和政权的出现，就有了廉政的要求，随之便
产生了廉政文化。
　　廉政文化是不断发展的，新时期对廉政文化赋予了新的内涵，即以廉政为思想内涵、以文化为表
现形式的一种文化，是廉政建设与文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
廉政建设需要以文化为载体，文化建设应包括廉政内容，廉政与文化相辅相成，不可或缺。
廉政文化是以先进的廉政理论为指导，以先进的廉政制度为基础，以先进的廉政思想为核心，以先进
的廉政文学艺术为载体，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广博的文化知识和丰富的社会实践。
社会主义廉政文化是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精神、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廉政文化是以“廉政”为主题，围绕“廉政”开展的一系列文化教育活动，其目的在于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地位观、权力观、利益观。
廉政文化与党风廉政建设密切关联，它作为一种无形的、潜在的力量，为反腐倡廉提供智力支持和思
想保证，对党风廉政建设作用巨大。
　　廉政文化是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是在我们以往的历史中没有完整地存在过的文化形态。
它是通过多种文化载体，教化人的品行，养成新的社会风尚，体现的是柔性的力量，潜移默化的作用
。
廉政文化重要的是要树立一种理念，形成一种氛围，营造一种环境，而这三者之间都围绕着一个主题
，就是为民、务实、清廉。
我们现在所说的廉政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丰富的文化内涵。
　　廉政文化内涵大致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廉洁的政治文化，这是一种先进文化。
它通过文化的外在形式，传播健康向上、积极进取、清正廉洁、有益社会价值观念、道德情操和制度
规范等，最终维护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它要求掌握公共权力的领导廉洁自律，淡泊名利，恪守宗旨，执政为民。
　　二是廉洁的社会文化。
廉政文化具有道德属性，廉政文化所包含的主要内容，许多都是道德操守和人格境界都不能脱离的道
德范畴，是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要求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廉政氛围，让健康向上的廉政文化充实人们的精神世界，使优秀的传统廉
政文化和道德风尚在全社会发扬光大。
　　三是廉洁的职业文化。
廉政文化具有广泛的群众性。
既然是文化，就必须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自古至今，历朝历代，人民群众所期盼、向往、敬仰的精神追求，正是廉政文化得以产生的土壤；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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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热心参与和自觉行动，正是廉政文化得以发展、壮大的基石。
它要求各职业阶层的从业人员恪尽职守，爱岗敬业，克己奉公，遵纪守法。
文化和道德风尚在全社会发扬光大。
　　四是廉洁的组织文化。
廉政文化具有社会实践性。
廉政文化的产生本身就是社会实践的产物。
廉政文化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场实实在在的“行动”，具有极强的实践性。
它要求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国有企业等公共组织处事公道正派，公正透明，诚实守信，廉洁高效。
　　廉政文化表现形式多样。
文化的一切表现形式都可以成为廉政文化的表现形式。
传统的、现代的文化表现形式具有无限性特点，并可随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不断丰富与创新。
　　我国古代也有廉政文化。
“廉者，政之本也”。
这是一条垂训后世的经验之谈，讲的是为政清廉对治国安邦的重要性。
“政者，正也”。
“官因廉而正”。
这是儒学始祖孔子的基本观点。
意思是说，执政者，自身要正。
只有廉，才能做到正。
“正”体现出一种价值观，含有“心正”、“言正”和“身正”之意。
它既是一杆秤，又是一把尺，称得出在百姓心目中的分量。
　　在中国古代，廉政是伦理学的主要内容。
传统的伦理学有诸多课目：礼、仁、忠、义、孝、廉等，其中“廉”这一道德修养极受褒扬。
法家则把廉与政治结合起来考察，认为“廉”是治国纲领四维之一，把礼义廉耻作为立国的四大纲要
，制定了“廉不蔽恶”的原则。
春秋《管子·牧民》篇日：“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
⋯⋯何谓四维？
一曰礼，二日义，三日廉，四日耻。
”四维，指系在网四角上的绳索，借助四维，网的纲、目才能提得起来。
“三维绝则覆”，可见“廉”的重要。
宋·吕本中《官箴》有言：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日清，日慎，日勤。
意思是说，为官的法则，只有三项，即清廉、谨慎、勤恳。
这是宋人吕本中所著《官箴》的开首之语。
吕本中说，为官者明白了这三项法则，就可以永保俸禄爵位，可以永远没有耻辱，可以得到上司的赏
识，还可以得到部下的爱戴。
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更应做到清、慎、廉，进一步讲，即现在所说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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