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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会算起，改革开放已进行30年了。这30年是中国经济

快速增长的30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30年。30

年间，反腐倡廉问题始终是全党、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

一。回顾30年来反腐倡廉的历程，总结规律，有助于我们进

一步推进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

国家。 虽然古今中外皆有腐败，但在不同国度、不同时期，

腐败产生的具体形式、手段等却有特定的时代特色。当今中

国政治经济领域出现的腐败，是伴随着社会转型而出现的，

带有转型时期的浓郁特点，即当改革深入到某一领域，而该

领域改革不到位、监管没跟上时，该领域往往成为腐败高发

领域。这已经成为规律。比如，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

型的初期，价格双轨制使得倒卖批文成为腐败的重要手段；

上个世纪90年代，国家对某些商品实行控制，海关参与走私

一度成为腐败的代名词；当高速公路在全国迅猛发展之时，

该领域又成为腐败高发陷阱；当房地产成为热门赚钱行业时

，某些高官的腐败又往往与房地产联系在一起，等等。我们

不难看出，腐败行为与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控制范围和程度、

公共权力自身的运作方式、社会治理模式等始终紧密联系在

一起，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制度环境等问题都是相关的

。如果不从源头上解决问题，那么，我们的反腐倡廉就永远

是被动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就带有根本性缺陷。 从上述

意义上讲，30年反腐倡廉最重要、最基本的经验，就是胡锦



涛同志在十七届中央纪委二次会议上所说的：“把反腐倡廉

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的全局之中”，“寓于各

项改革和重要政策措施之中，同改革发展工作一起部署、一

起检查。”这也是从源头上反腐倡廉的大思路。 把反腐倡廉

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全局，意味着不是游离于经济

体制和政治体制之外谈反腐倡廉，而是融入改革事业，在经

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中就内含着预防腐败的制度设计，比

如，使权力结构既相互制约又形成合力；政府职能进一步转

向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推行善治，

提高公共财政管理的透明度，推行问责制，建设责任、透明

、法制、服务型政府。也就是说，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

改革统筹兼顾，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形成现代治理模式结

合起来，共同构成良好的制度环境，这将减少腐败发生的机

会。再如，反腐败的水平与民主政治的发育水平具有正相关

性，民主政治发育水平越高，反腐倡廉制度体系的有效性就

越高。因此，完善法制，实行广泛的政务公开，包括提高权

力运作和公共决策的透明度，确保公众有效获知有关信息，

推动社会参与，把专职机构的监督与社会化监督结合起来，

把科学设置权力结构与公众以权利制约权力结合起来，减少

腐败发生的概率。又如，执政党的地位决定了党的建设对反

腐倡廉有重要影响，发展党内民主，实行党务公开，改革和

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创新监督体制，都是完善惩

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内容。因此，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

推进党的建设，也包含了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反腐倡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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