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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法学会重点课题“完善我国反腐制度体系研究”成果，人权和刑事司法国际准则丛书之五
，该书分为：反腐败研究综述，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历史研究，中国古代反腐败机制研究，我国反腐败
侦查制度研究，我国反腐败程序法研究，我国反腐败实体法研究，反腐败监督制度研究，世界主要国
家和地区的反腐败机制研究 ，联合国《反腐败工具箱》，联合国《侦查人员和检察人员实用反腐败手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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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时，正值抗日战争后期，中华民族的解放战争已度过最为困难的
时期，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两次失败和两次胜利，从一个幼稚的党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党。
在即将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前，党必须对胜利后可能出现的问题有清醒的认识，并做好充分准备，以
加强自身防腐拒变的能力。
而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党的队伍不断扩大。
在战争和土地改革激烈进行的条件下，许多党组织特别是农村基层党组织中思想作风不纯和成分不纯
的问题也暴露了出来。
有些党员利用职权侵占群众利益，多分多占土地改革果实；有的甚至利用职权，假公济私，贪污自肥
。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毛泽东号召全党把《甲申三百年祭》当做整风文件看待并学习之对于提高党员
的思想觉悟、遏制党内的腐败现象是有十分重要作用的。
　　4.创办学校，教育全党。
　　1931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建立。
成立后的苏维埃政权由于处于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势力的侵蚀骚扰之中，加之苏维埃制度上的不
完善，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在苏区出现。
苏区中央政府十分重视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从根本上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和拒腐防变的能
力。
1932年3月2日，人民委员会发布《政府工作人员要加紧学习》的第6号命令，规定各级苏维埃政府工作
人员，尤其是主要负责人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学习政府制定的制度和法
规，学习文化知识，尽快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和文化程度。
为此，临时中央政府开办了多期培训班，培训县、区、乡苏维埃干部，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有针对性地
对他们进行反腐倡廉的思想教育。
中共苏区中央局于1933年3月创办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中央苏区党校），同年8月，又创办了苏维
埃大学，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董必武等都在苏大和党校讲过课。
对党政干部进行系统的政治理论灌输和思想教育，大大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拒腐防变能力，有力地推动
和促进了反腐倡廉运动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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