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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_A2_86_E5_AF_BC_E5_c25_21069.htm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

开放二十余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

，社会上的各类经济犯罪现象也逐渐增多，尤其是手中掌握

一定权力的领导干部贪污腐败、权钱交易等职务犯罪案件呈

逐年上升趋势。建国初期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

我党就清醒的认识到为政不廉和腐败现象的严重危害性，在

带领全国人民集中力量抓经济建设的同时，没有忽视党风廉

政建设。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央抓党风廉政建设的力度不断

加大，反腐败斗争也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成果。但是必须看

到，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贪污贿赂、进行权

钱交易的现象还没有得到彻底遏制，甚至在某些地方有愈演

愈烈之势；职务犯罪案件仍高居不下，且金额越来越大、涉

案领导干部的级别越来越高；有些问题边纠边犯，一些老问

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新的问题又已产生。所有这些，都

促使我们有必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职务犯罪现象产生

的深层次原因及防范对策进行研究和探讨。本文就上述问题

谈点肤浅看法。 二、理论上的认识 职务犯罪也即腐败现象的

实质是将国家或集体权力转化为个人权力，成为权力的使者

追求个人满足的手段。 所谓权力是指一种以法的形式固定的

对社会各方面的管理关系。在我国现阶段，权力的使者一般

是指各级领导干部。为什么国家权力或集体权力在个人手中

能够转化为个人敛集财富的手段？这是由于领导干部本身具



有的二重性所决定的。第一、作为权力使者的领导干部是以

一种超社会的身份行使权力，履行职能。这种身份使领导干

部通过行使权力，使各种社会活动处于有序状态，保证社会

或集体目标得以实现。在普通人眼里，领导干部是权力的化

身，是自己的管理者。第二，每一个领导者又是社会中的一

员，也生活在现实生活里，他们和其他普通人一样，也有七

情六欲，个人的物质利益也需要满足。按照党和国家的要求

，领导干部在取得个人利益时，应当以自己的合法权利参加

社会利益的分配，而决不应使用国家权力和集体权力谋取个

人利益。党和国家的这种要求只能通过两个方面来实现。一

是靠领导干部的信念、觉悟和责任；二是靠纪检监察等监督

机关发挥职能。前者可以称为内部因素，后者可称为外部条

件。内部因素的作用越大，即个人的思想、品德、修养越好

，越是能抵御各种非法利益的诱惑。反过来，所以要设立纪

检监察等监督机关也恰恰说明每个领导干部并非都能做到秉

公办事，清正廉洁。外部条件充分，作用大，可以形成一种

社会力量来约束和规范领导干部的行为。当内部因素和外部

监督都失去作用时，利用国家权力或集体权力来实现个人私

利，即腐败现象的产生就是一种很必然的事了。 目前，我国

各级领导干部的产生形式，一般的讲有两种，即选举制和委

任制。在正常的选举制情况下，权力由下而上产生，相对应

的是被选中者对选民或选民代表负责；而在委任制情况下，

下级的权力来自上级的委任（尽管这种委任也经过一定形式

的考核或民意测评），因此，下级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更多

的考虑是如何对上级负责，这也是一些所谓的 “公仆”密切

联系领导的客观原因之一。如果说对通过选举产生的领导干



部最好的监督者是选民的话，那么委任制产生的领导干部最

有力的监督者就是他的上级。无论通过何种形式产生的领导

干部在获得了权力之后，一般会出现三种情况：一是有责任

心的领导干部。他们靠信仰、责任、良心和道德，自觉地把

权力的行使限制在本岗位和上级的要求范围之内。二是领导

干部走上领导岗位之初也具有德才兼备的素质，但在行使权

力时，发现权力是可以为自己带来额外好处的工具或手段。

因此，在外部监督无力的情况下，责任被忘记了，信仰被践

踏了，腐败行为也就随之发生了。三是一些所谓的“领导者

”，本来就不具备应有的德才素质，特别是政治素质，而是

通过送礼行贿，奉迎拍马取得了权力，通过这种手段获得权

力的人决不可能用手中权力来为人民谋利益。他们不但不能

担负起与权力相适应的责任，而且会利用手中的权力疯狂地

为个人捞取好处，一个这样的“领导者”可以直接腐蚀掉一

批干部，而且极有可能成为上述第二种领导干部的“学习榜

样”，因此这类“领导者”危害最大。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